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报常常被一部
分人误解为老年人了
解信息的方式，事实
上，报纸在年轻群体
中也拥有一批忠实的
受众。报纸陪伴和见
证了一代人的成长，
也早已成为他们生活
中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
90 后曹程硕就是这
样，尽管不断接受着
新媒体带来的变化，
但报纸仍是他心中特
别的存在。

贴近本土生活 是心中特别的存在

90后海归热衷阅读《永康日报》

□通讯员 永瑄

本报讯“女朋友电话不接、微信不

回，我就希望通过投案自首，让警方把她

抓住，这样我就能见到她了。”目前，犯罪

嫌疑人赵某对检察官说。

投案自首？到底是什么案件呢？

原来，2021 年 3 月的一天，赵某的

女友邓某因在出租房里闲得无聊，便打

开一个社交软件浏览起来。这时一条

陌生的消息发来，邓某点开发现是来自

一名陌生男子的问候，两人便开始聊起

天来。

在短暂的聊天过程中，两人发现彼

此还算投缘，便互相加了微信好友。这

名男子告诉邓某自己叫苏海（化名），并

表示非常喜欢她，希望邓某能做自己的

女朋友。随即，苏海向邓某发了一个红

包。让他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一举动让

自己今后遭受了近万元的损失。

赵某是一个无业游民，先前因犯寻

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当他知

道苏海向邓某告白时，他并没有着急让

女友拒绝苏海，而是想到最近手头比较

紧，无钱可花，苏海的告白正好给了他一

个“赚钱”的机会。

于是，赵某便让女友化名“陈颖”答

应了苏海的请求，两人便在线上确定了

恋爱关系。在恋爱期间，双方聊得十分火

热，赵某会时不时给邓某出谋划策，甚至

直接充当“陈颖”与苏海聊天，并且经常以

看病、逛街、交房租等借口多次向苏海借

钱，先后索取了9000余元。而当苏海提

出想线下见面时，赵某与邓某便以有事不

方便为由，拒绝了苏海见面的邀请。为消

除苏海的疑虑，赵某让邓某通过发语音、

打电话的方式与苏海进行交流。

与此同时，为增加苏海的好感，让

其相信他们是真的在谈恋爱，赵某与邓

某会主动归还一小部分借款，并且多次

向苏海寄去便宜的衣服和鞋子，收到礼

物的苏海每次都十分开心，丝毫没有怀

疑过线上的女友是个骗子。

然而一次意外，戳穿了这个骗局。

某天，邓某与赵某因一点小事发生了争

执，邓某便怒气冲冲甩门而去，任凭赵

某怎样道歉，邓某依旧不回消息、不接

电话。走投无路的赵某想出了一个主

意，主动向市公安局投案，坦白自己与女

友的诈骗经过，希望通过公安机关的力

量找到邓某，自己可以趁机与其和好。

但是，赵某的“希望”终将是落了空。

今年10月，市公安局以赵某涉嫌诈

骗罪，提请市检察院审查逮捕，考虑到

赵某系累犯，且未退赃，有逮捕必要

性。11 月，市检察院以赵某涉嫌诈骗罪

予以批准逮捕。而归案后的邓某如实

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积极退赃，市公

安局依法对其取保候审。

检察官提醒：网络套路深，交友需

谨慎。在日常的网络交友中，市民应做

到慢了解、细观察、慎交往，一定要提高

警惕，特别是涉及钱财问题时，切勿轻

信网友的任何借口、说辞。

想与女友和好
报警戳穿骗局

“飞”报纸场景
令他至今回味

2018 年，曹程硕从海外求学回

永后，就在父辈创办的厨具配套企

业里工作。空闲之余，曹程硕总是

喜欢坐在公司的报纸架边读报。

“我阅读报纸的习惯主要受到

父亲的影响，他每天都会读报，有时

候忙得没时间读，甚至还会把报纸

带到餐桌上，边看边吃。”曹程硕告

诉记者，家里共订有 6 份报纸，其中

他最爱读的就是《永康日报》。

和不少年轻人一样，曹程硕的

童年时期就是父母的创业期。那

时，订一份《永康日报》是永康绝大

多数企业主的必然选择。回忆起童

年的报纸投递方式，曹程硕至今觉

得非常有趣。

“那时候的报纸是拿来‘飞’的，

邮递员把摩托车停在店门口，然后

用力一‘飞’，每次都能落在同一个

位置。”曹程硕解释道，“那时，我父

母在五金城做生意，由于每家每户

都会订报，所以邮递员的工作特别

繁忙，‘飞’报纸便成了辖区邮递员

的特殊技能。”

有趣的“飞”报纸在曹程硕的

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邮

递员每天上门投递也成为了童年

时光中值得期待的事情。

的确，《永康日报》作为我省最

早复刊的县市报之一，多年来，无论

是千人拥有量，还是自费订阅率都

在全国县市报中名列前茅，直到如

今，边喝茶边看报是一些五金城经营

户冬天里最惬意的事情之一。

报纸是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获取信

息的途径确实很多，但获得本土信

息最好的平台还是报纸。”曹程硕

说，“相对于一些自媒体，报纸作为

官方媒体会更有公信力，给人更权

威可靠的感觉。”

目前，曹程硕担任永康市长利

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职，由于企

业的主要产品是玻璃盖，所以他非

常关注本土厨具行业的信息动态。

“以前最喜欢看‘Q 来 Q 去’这

些有趣味的版面，现在会比较关注

时政新闻和经济新闻。”曹程硕认

为，《永康日报》的新闻最贴近本土

生活，每一个新政策的发布都与市

民息息相关，而里面刊登的民俗文

化类的内容让他更了解家乡。

谈话间，曹程硕还告诉记者，前

些年在外留学难免会十分想念家

乡，每每回到永康，他总会拿起报纸

好好翻一翻，看看家乡最新的变化

和动态。

“我记得小时候，一旦生意空

下来，大伙就会马上拿起报纸阅读，

看完还会议论起里面的新闻来。”谈

及对《永康日报》的感情，这位年轻

小伙直言是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事实上，在我市，还有许许多多

像曹程硕一样的年轻人。报纸对于

他们的意义或许不如老一辈那么重

要，但由于受到父辈的影响或是年

少时养成的习惯，他们还是非常喜

欢阅读。

“于新媒体而言，报纸传递的

信 息 或 许 不 够 快 ，但 报 纸 始 终 集

聚了优质和深度的内容。”曹程硕

还 告 诉 记 者 ，他 认 为 年 轻 一 代 也

需 要 报 纸 ，因 为 报 纸 在 见 证 了 城

市 和 时 代 变 化 发 展 的 同 时 ，也 见

证着一代代永康人的创业故事和

创 业 精 神 ，这 些 美 好 的 事 物 都 值

得被传承下去。

（上接第六版）在山坞自然村，

我们遇到了村民俞彦强，这位憨厚

的汉子动情地说，多亏楼书记的帮

助，他家现有柿子树 400 多棵，折合

面积 20 多亩，家里还开了个木柄加

工作坊，农忙时管理、采摘柿子，农

闲时加工木柄，一年收入 20 多万

元。他说，今年柿子估计比往年产

量会翻一番，生活是越过越红火啦！

村里一位被大家叫阿洪嫂的妇

女说，他们村的柿子现在已远近闻

名，经常有人在这里举办亲子活动，

来采摘柿子及购买其他农副产品的城

里人越来越多，只要柿子好不愁卖，方

山柿成了山民的摇钱树、致富树。

柿子丰收干部群众感恩
2003 年，山坞柿子在林业部门

的支持下，做通了柿子基地及几千

亩森林的防火路。这一年又是柿子

大丰收年，以往采摘柿子后要肩挑

手提下山，这下可以用车子运了。

城里来采摘柿子的市民也接踵而

来，全村男女老少都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欣慰之余村民都想向楼国华

表示谢意，于是俞德金和几位村干

部带着几箱山坞的柿子去义乌感谢

他。一路上，他们忐忑不安，心想一

个发达城市的市委书记工作肯定繁

忙，还会记得我们山民吗？没想到，

楼国华接到电话后就像娘家来亲人

一样高兴，像招待贵客一样招待他

们，吃饭时还不停给他们夹菜，让他

们多吃点。

吃过中饭，楼国华利用午休时

间，让驾驶员开车，自己在车上办

公，用一个半小时带他们在义乌转

了一圈。在国际商贸城，楼国华信

心满怀地说，这里的小商品已销往

全世界，如果你们山坞村人要来义

乌做生意，比如把永康的五金产品

拿到这里卖，他会帮忙落实价格实

惠的好摊位。

后来，山坞村因为柿子经济发

展得好，被评为全省兴林致富村，全

村干部群众又想起了楼国华。于

是，俞德金等七位村干部特意提着

几箱柿子去省林业厅感谢他。这次

恰遇楼国华去北京开会，接到电话

后，他激动不已，连声说他在北京

已开完会，马上就上飞机，让他们在

杭州先住下来。

晚上 9 时多，楼国华一下飞机

就直奔俞德金他们住的酒店，与他

们促膝谈心拉家常。厅长与山民们

时而开怀大笑，幽默谈论，氛围十分

融洽。

今年 6 月中旬，俞德金听朋友

说，楼国华在温州一次篮球比赛活

动中亮相，好像瘦弱了很多，这让村

民们又记挂起来。俞德金召集原来

的七位村干部准备去杭州探访恩

人，遗憾的是他们还没出发，噩耗已

传来，这成了他们的终身遗憾。夏

雨绵绵，柿林“沙沙”，仿佛老天也为

痛失一位人民的好书记而哭泣！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楼国华

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坚守初

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力，心中时刻

装着人民、服务于人民的高尚情操

与品格，值得每位党员干部学习。

我们要坚守初心、求真务实，继续

为使老区人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添

砖加瓦。在新长征路上努力实现

“四个现代化”，践行“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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