
“红包”满天飞 是真是假可得擦亮眼

今年春节， 绝对可以说是一

个 “红包 ”满天飞的红火春节 ，当

然，骗子的反应似乎总是很快，抢

红包啊，您可得小心再小心，不要

红包没抢着，您还“破了财”。

据中新网重庆

2

月

17

日报

道， 重庆市民小张的一个微信好

友给发来一个红包链接， 她没有

仔细查看就点击进去开始抢红

包， 发现居然中了

200

元某化妆

品的代金券。

当小张正要取出的时候 ，对

方却需要她输入身份证、 手机号

等个人信息。 等她按照要求输完

信息后，对方还要求他扫描一个二

维码，才能完成领奖。 小张想到之

前领取红包从来没有出过事，这次

她也毫不犹疑地放心扫描。

没有想到就这一扫描，几分钟

后小张手机就收到了短信。 这条

短信不是红包的礼券信息，而是小

张的银行卡被转走

5000

元的提示

信息。

骗子与时俱进，什么受欢迎就

骗什么，作为普通市民，怎么样才

能让骗子的愿望落空呢？ 来自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计算机软件学院

的安全专家沈剑教授就告诉记者，

他自己也抢红包发红包，但是这个

过程中，他提醒大家如果抢红包时

有提示需要扫二维码或输入个人

信息，那一定就是骗局了。

近日 ， 针对南京的几起案

例 ， 南京警方也对于安全抢红

包 提 出 了 建 议 ：首先 ，考虑到安

全性，建议大家选择微信红包等正

规官方途径收发红包。 另外，在抢

红包时， 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

更不要在其中输入任何个人信息，

最后 ，就是定期查杀病毒 ，不明

链接很可能会在你的手机中安

装木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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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红包的低头族忽略了亲情

春节团聚多陪陪父母和孩子

羊年新春， 一股手机抢红包的热潮

在网上兴起。 人们拿起手机，刷刷屏、摇

一摇， 尽管抢到的金额小， 但也乐在其

中。

“四天抢到了

２７９

个红包，最多一次

不到

２００

元，最少一次只有几分钱。 ”“

９０

后”女孩儿赵玲玉说，从大年三十晚上到

正月初四，自己一直没停过抢红包。她说，

小时候家长送红包意味着给予， 而手机

抢红包是一种玩乐，重在参与。

抢红包成为一种拜年方式。 据腾讯

发布的信息显示， 微信红包活动最高峰是

在除夕夜， 最高峰期间每分钟有

２．５

万个红

包被领取，平均每个红包在

１０

元内。

但是，专家提醒，抢红包只不过是过

年的一个小游戏，切莫因抢红包变成低头

族，忽略了亲情。

网络时代，别让年味儿变了

网络时代，年味儿悄然在变：

朋友圈发红包、快递送年货、拜年

也改用微信了……当传统春节遇

到网络，年味儿也发生了改变。 比

如在春节，有些人不能回家过年，

但通过支付宝将压岁钱打给自己

的孩子，通过朋友圈给亲友发红包

等，这份心意也能通过网络传给自

己的亲友， 而且这种方式也很新

颖、时尚。

但是，我们也不可过于依赖甚

至让网络来解决一切。再多的快递

年货，也无法取代子女拎着大包小

包回家给父母带来的惊喜。网络时

代，有的拜年方式甚至就是在朋友

圈发一则拜年信息，朋友圈的朋友

看到就看到了，看不到也不会给人

家专门打电话拜年。这样拜年当然

很省事，但在过年期间，有条件的

还是应该多与亲友拉拉家常，迈开

双腿，去亲友家串串门，交流一下

感情。

网络时代的别样年味儿让传

统春节换上了新装，更能吸引年轻

群体的兴趣和参与，也能增强传统

节日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让网络变

成传统春节的重要载体。 但是，别

让传统春节变了模样，不能让网络

的轻便化消解了春节这个传统的

团圆节在人们心中的意义。

红包抢得多 祝福变了味

“你抢了多少红包？ ”长辈给

晚辈红包的传统年俗，在微信时代

演变成一场同事好友中的 “抢红

包”大战。“盯得眼花、戳得手疼”成

为很多网友过节的生动写照。 疯

狂抢红包也带来些许烦恼。 塞钱

太少，不过瘾，红包厚了，有负担。

面对“能用红包解决的，尽量不要

用语言”，情谊如何衡量？ 祝福怎

么表达？

春节假期，江苏的小杨原本打

算好好休息，没想到却过得异常忙

碌。 为了抢到更多微信红包，小杨

“全副武装”，手机和平板电脑齐上

阵，眼睛紧盯屏幕，手指一刻不离，

等待着抢红包的一刻。 “只要有人

预告发红包，立刻感受到一片紧张

气氛，屏气凝神，手指颤抖。 ”

疯狂抢红包让很多人累得

头昏眼花 ，忽略了家人的感受 。

“压力太大 ，心脏受不了。 ”北京

的小王连续抢了七八个小时红包，

紧张得连吃饭都不敢随意放松 ，

“老妈说我着了魔 ， 一天到晚低

头玩手机 。 ”

在“红包大战”中，人们一边抢

红包，一边发红包，兴奋激动的背

后也夹杂着难言的烦恼。 抢了

100

多个红包的小杨时不时向群里发

个红包，被很多群友大赞“土豪”，

着实让他体验了一把 “高帅富”的

感觉。 然而一算账，他辛辛苦苦抢

了

120

元钱， 却发出去

300

多元

钱，做了“亏本买卖”。

尤其是面对朋友同事们的“土

豪发红包”的“逼宫”，朱先生也有

些不解：“明明是传递祝福的红包，

怎么感觉变了味儿？ 大家在意的，

究竟是情谊，还是红包？ ”

放下手机，

拾起“乡愁”

古人“明月千里寄相思”，现代人

用手机打破距离，让沟通变得顺畅、

快捷。 然而，在春节合家团聚之际，

总有“手机党”放不下手机，网聊、游

戏、抢红包，忙个不停，反倒把现实中

的亲情、乡情放到一边，难怪有人感

慨“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的距离，而是我坐在对面，你在玩手

机”。

科技在进步，通讯方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没有了鱼传尺素、鸿

雁来书，一个视频电话就能让我们见

到远方的亲人。 也正是这样的便利，

容易让我们忘记珍惜。

春节大大小小的聚会上，经常能

看到这样的画面：长辈们张罗了一桌

菜，盼着过节叙叙情，小辈们不买账，

只顾手机上抢红包，红包抢到不过几

块钱，却惹得长辈们不高兴；外出的

孩子难得回趟家，大门不出，二门不

迈，把街坊四邻当成“乡巴佬”，封闭

在虚拟的世界里，只剩一块方寸之间

的小屏幕。

与其手机“炫过年”，不如真正过

个年。 在浙江生活的谢先生告诉记

者，每年春节自己都会与妻子、孩子

一起回农村老家，全家人一起干干农

活儿，吃点时令蔬菜、野味，城市生活

的紧张感烟消云散。

活在现实，活在当下，生活本身

就是“直播”。 也许你已经长大，也许

你变得成熟了，儿时的天真，青葱岁

月的荒唐事儿，几多欢喜，几多伤感，

过年了，仔细去体味，放下手机，远离

屏幕，融入乡土乡情，捡拾起久违的

乡愁……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