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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晴夕雨：
前几天，我经过华溪北路时，一辆奥迪

车停了下来。车后座一中年男子说他是做
工程的，要赶回老家奔丧，由于钱包放在
车上被偷了，让我借钱给他加点油，回去
就还我。我想现在骗子多了，陌生人借钱
后不太可能会还钱。但是我又想，万一他
不是骗子，钱包真的被偷了，如果有一天
我 也 遇 到 这 样 的 情 况 ，我 也 希 望 有 人 帮
我。于是我慷慨解囊，借了他 200 元。事
后仔细想想还是有很多疑点的，后悔自己
太冲动，不过我还是选择相信自己遇到的
不 是 骗 子 。 可 之 后 就 一 直 没 有 任 何 音 讯
了。我应该相信自己做了件好事吗？我也
迷糊了。
主持人：

各位网友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如果在路上遇到陌生人向你借钱，你会借

吗？

糟老头：
随机应变就好。对于陌生人，要提高

警惕，防止自己财物损失；对于邻居、朋友

可不能这样。

人生如戏：
我 也 遇 到 过 这 样 的 事 情 。 最 后 我 决

定，不管是真是假，先借给他，就当买零食

吃了。我没有留电话，并表示不需要他们

还。只是在离开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希

望能够帮助真的遇到困难的人。

佼佼者：
相信大多数人都碰到过这种情况，我

也有。有时候，我们做事不是为了获得对

方的反馈，而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我

支持这位网友。

熊猫妹：
不是我对这个社会失去希望，而是现

在事实就是这样，骗子太多。他们就是利

用别人的同情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Far：
我觉得数额如果不多的话，我应该会

借的；如果是数目多了，我是不会借了。

不疯不成魔：
在这个社会上，能帮助则帮助，不能帮

助的话也就算了。万一人家真的有急事，

而不帮他，那就罪过了。不能因为遇到了

坏人就改变我行善的本性。

雨后天晴：
擦亮自己的眼睛，做到自己不会为此

有过多的负担就好了。

花朵：
经常有陌生人需要帮助，我会酌情考

虑的。数目大的不借，数目小就当捐赠。

徐：
现在很多骗子，在公交站说没有零钱

借零钱坐车。还有很多说外地来的，找亲

戚没找到，没吃饭，借口说给他钱几元他

自己去买，都是假的。

多多钱：
我想我不会那么做。在现在的社会与

这样的条件下，就算是真的没钱也不用向

路人借钱的，就算是真的发生意外，身上

一分钱也没有，只要手机在可以向家人求

助，而不是向陌生人求助。换了是我在外

发生意外，身上没钱，也不愿放下尊严去

向路人借钱的。

我行我素：
在街上我遇到抱个孩子，说什么孩子

还没吃饭什么的，给个几元钱买点吃的给

孩子，一开始我还信了。结果那晚一共碰

到 4 次。每次换的搭档都不一样，一样的

是都会抱个孩子做幌子。亲们小心哦。

“借”给陌生路人200元
不知做了好事还是被骗了

主持人：
如今，观看微信占据了我们很多消遣时

间。中老年朋友也正逐渐成为微信的活跃
用户。他们经常会随手转发一些假新闻或
者 伪 科 学 的 信 息 。 有 人 觉 得 ，他 们 玩 玩 而
已，不必太当真；有人觉得，应该戳穿这些谣
言，不能让老年人被迷惑。面对中老年人在
朋友圈里转发的谣言，你又是怎么看的？让
我们来聊一聊吧。
小柒：

其实很多中老年人转发的信息，来自他

们自己的圈子。他们也有自己的微信群，有

时候会在见面聊天或者群里聊天的时候说

起这样那样的信息。所以有些谣言就是满

足老年人这样的精神需求，让他们觉得自己

掌握了很多知识，跟年轻人也有共同话题，

不再有“代沟”。我觉得还是要正面引导，多

给他们转发一些辟谣的帖子，让他们晚年生

活更充实。

烟雨蒙蒙：
我爸妈常转给我一些类似的信息。我有

时告诉他们有些是不科学的，他们却说看着

都挺有道理，反正多了解点没坏处。因此他

们成了谣言的“无意识传播者”。

真城：
这背后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中老年人内心

的孤独感。他们渴望有儿女陪伴在身边，渴

望儿女知道他们的生活，渴望跟上社会的节

奏，而不是成为一个被儿女、社会抛弃的边

缘人。

飘逸：
年幼时，因为父母教导我们天上不会掉

馅 饼 ，才 有 了 我 们 现 在 对 谣 言 的 警 觉 。 然

而，长大后，长辈们却成了传谣的“主力”，子

女们也应注意反哺教育。

爱谁谁：
对于老年人转发的一些谣言，我觉得做

子女晚辈的千万不要过多指责，不要用“你

怎 么 又 转 发 这 些 东 西 ”之 类 的 话 来 刺 激 他

们。我们只要把内容表述清楚就好了，很多

东西其实我们稍微提醒一下，他们也会知道

自己不能去相信那些谣言了。

十八少年游：
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们年轻人都容易被

各种各样的信息迷惑，更不要说这些接触互

联网没有几年的父母亲了。我们应更多地

去关心他们，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

更要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

主持人：
解决中老年人易被夸张失实内容欺骗的

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子女加强和

老年人的联系，让老年人的生活不再闭塞，

有问题也可以及时发现。

中老年人会被伪科学信息迷惑
做子女的要多关心他们内心世界

举债大办婚事导致喜事变味
网友认为应量力而行
主持人：

最近一则新闻说温州一母亲花费百万嫁
女儿，喜糖 20 万，金项链 5 万。网友直呼娶
不起也嫁不起了。婚事大办，仪式繁缛，美
好的婚事变成了苦不堪言的难事，“结不起”
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感受。现在结
个婚，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打算花谁的钱？
有没有听说过上辈人是怎么结婚的？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感受和建议？
生活那点事：

我感觉父母那辈的人是如此的单纯。现

在 男 的 都 如 此 精 诈 算 计 ，有 一 些 跟 女 的 结

婚 ，就 要 找 条 件 好 的 独 生 女 ，好 骗 上 一 笔

钱！很多男人想吃软饭，入赘有钱人家，让

女方家出钱买车买房子，扶持他们“事业”。

如鱼得水：
我奶奶结婚是坐花轿来的。多少彩礼不

知道，反正有很多嫁妆。我爸妈结婚是 200

元彩礼钱。娘家置办嫁妆外加一台缝纫机，

举办了一次订婚宴和一次结婚宴。

海内红颜：
我谈了一个男朋友，谈了一年多也没谈

到结婚的事。有一天他猛地求婚了，还眉开

眼笑的。后来我才知道，是我老爸偷偷跟我

男朋友说，希望我们早日成婚，老爸还跟他

说会在经济上帮助他，婚礼钱我爸出，就像

要白送女儿一样。我家家境还不错，但一家

人平时省吃俭用，什么也舍不得买，十年前

的衣服还在穿，舍不得去饭店，鞋子破了舍

不得扔，一把破伞用几年。现在他居然要倒

贴给我嫁的老公。因为在老爸看来，和我结

婚的男人就是一家人，好像要把衣钵传给女

婿一样。我想那些老板嫁女儿陪嫁多少估

计都是这个心思，以为对方会一心一意对待

自己女儿。

情归何处：
我们的父母那时候结婚是很简单的。当

然你可以说那时候比较艰苦，但是我觉得婚

礼，说好听叫排场，说难听叫烧钱。

我行我素：
我知道，大部分父母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受苦，结婚要结得风风光光。我当初也觉得

自己不够风光，好长一段时间被不知情的同

事误认为非法同居，但是过来之后，就觉得

无所谓了。

妞妞：
觉得结婚真的没有必要盲目攀比，适合

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虽然婚礼一生只有一

次，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盲目花钱，甚至负

债办婚礼。这样是很不可取的。

阿进：
看到父母为自己结婚耗费大半辈子的积

蓄，我心里很内疚。我在无奈下背负了“啃

老族”的标签，对于自己的下一代，我会放手

让他们独立成长，不要让这样的习俗恶性循

环下去。

灿烂阳橙：
我 觉 得 攀 比 心 态 千 万 要 不 得 。 有 多 少

钱，办多大的事，是很有道理的。有钱人，即

使花 20 万在婚礼上也是觉得值得的，可是对

于普通的家庭来说，花几万就算多了。我们

一 定 要 调 整 好 自 己 的 心 态 ，做 自 己 认 为 对

的、合适的事，让别人去说好了。

自豪的笨笨：
我觉得结婚一生只有一次，都希望做到

尽善尽美，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不顾经济情

况，甚至负债办婚礼。这样会给父母太大负

担的。要量力而行，做到既有意义又简洁。

隔壁房间的：
与其花那么多钱来搞一场婚礼，还不如

把钱留着以后过日子。虽说这样的婚礼会

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可我们不能永远只

抱着回忆过日子。我这么说也不是代表不

赞成花大手笔去搞婚礼，而是如果可以把那

笔钱的一部分省下来，作为我们日后生活的

开支，这样一来不是更有意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