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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邓琢玲 马晓峰）

“网红美女”嘘寒问暖，是艳
福还是陷阱？很多人作为局
外人遇到这个问题时，一定
会嗤之以鼻，“100%骗子！”但
民警通过办案发现，一旦作
为当事人，许多心智成熟、阅
历丰富的男性还是会上当受
骗。4 月 17 日，北塔区公安分
局民警在状元洲街道某社区
捣毁一处“婚恋交友”电信网
络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
人 4 名。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
人，就是在网上利用脉脉温
情作为诱饵。

那么，受害人到底是如
何一步步跌入陷阱的？民警
在办案中发现，犯罪嫌疑人
购置手机、电脑等电子通信
设备，大量注册微信号，从网
上下载海量美女照片作为微
信头像，虚构出自己“貌美如
花”的人设。犯罪嫌疑人还经
常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各种
网上下载的美女自拍照片、
视频，配上小清新“鸡汤文”，
吸引到附近的人主动添加好
友后，嫌疑人会仔细从中挑
选诈骗对象。

长期的聊天中，犯罪嫌疑
人不断用固定的“话术”套路
营造各种场景来迷惑对方，将
之带入自己的生活中。每日

早、中、晚的“感情沟通”那是
必不可少的，当彼此称呼逐渐
亲昵起来后，犯罪嫌疑人的狐
狸尾巴就会露出来，随后就会
用诸如过生日、吃饭结账、家
人突发车祸等借口找对方借
钱，让受害人一步步深陷其
中，若对方有所警醒，就会立
即被“拉黑”。

“4·17”案告破后，办案民
警通过现场搜查，扣押了嫌疑
人作案所使用的7台电脑和10
部手机，找到了他们的“套路剧
本”，而且发现聊天软件中的

“网红美女”在现实中竟是中年
大叔。

这种骗术不算高明，甚至
有些拙劣，但为何屡屡有人上
当？民警认为，关键还在于存在

“买方市场”。色诱在人类犯罪
史上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时至
今日不绝，原因就在于总有人
在做着“桃花美梦”。犯罪嫌疑
人固然可恨，但是假使面对“色
诱”，人人能够做到遵纪守法、
洁身自好，再迷人的骗局也是
枉费心机。

民警提醒，在网络上，温
柔是把刀，刀刀向钱包。如果
真想享受温柔，还是在现实
中追寻吧，善待和珍惜自己
眼前的伴侣或未来的“另一
半”才是正道，才能获得真正
的温柔。

北塔区公安捣毁一处“婚恋交友”电信网络

诈骗窝点，民警提醒——

网上“温柔刀”刀刀向钱包

不顾父母高龄、妻子体弱，扎根
苗乡扶贫，赤胆忠心勇向前，一干就
是五年；真心融入、真情扶贫，因地制
宜，帮助村里办起“扶贫车间”，建成
了7个专业合作社，让一个落后贫困
村的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 1000 万
元；不忘初心，一心为群众解忧纾困，
被村民视为亲人......他，就是先后五
次被评为市扶贫先进个人、2019 年
被评为市优秀党员的市住建局（人防
办）副调研员、驻城步苗族自治县扶
贫工作队队长贺友涛。

4月21日，记者去城步苗族自治
县茅坪镇金兴村采访贺友涛时，他正
奔走在贫困户家中，引导他们加入专
业合作社领取分红。

扎根苗乡 赤胆忠心

城步，一个深度贫困县。安排哪
个得力干部去扶贫最合适呢？市住建
局（人防办）主要领导想起了头脑灵
活、吃苦耐劳的军转干部贺友涛。

“当时我爱人身体不好，父母都
快90岁了，需要照顾。”然而，2015年
3 月，当贺友涛接到任务后，二话没
说，很快赶到了长安营乡德胜村。

德胜村地处深山，山洪袭击后，
该村多处塌方，贺友涛多次跑市、县
两级部门协调资金16万元，恢复坍塌
组道 4 处，清理滑坡土石 2200 立方
米，帮助村民进行灾后重建。邓运松
等几户村民家门前路不通，运送物资
全靠肩挑手提，生活极为不便。贺友
涛带领工作队员实地考察，与村委会
商议解决方案，修通了5条总长4000
米的道路，解决了村民“出行难”问
题。

“要想真脱贫，产业是关键。”贺
友涛千方百计做好产业扶贫文章，引
导该村成立了高山特色蔬菜种植、养
殖合作社，购买 3000 株青钱柳分发
给村民种植。2017年底，德胜村整体
脱贫，从原来的“落后村”变成了绿荫
环抱、恬静安逸的“魅力乡村”。

2018 年，市里又安排市人防办
到茅坪镇金兴村驻村帮扶。“扶贫是
一个苦差事，老贺干了三年，再让他
去，他心里会不会有想法？”市人防办
主要领导正为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人选犯愁，贺友涛了解情况后主动报
名，“我是一个党员，只要组织需要，
只要能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一定冲锋
在前！”

贺友涛住进金兴村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带领工作队走遍了村里的每
一条路、每一块田土和林地，白天入户
走访调研，晚上召开会议研讨帮扶举
措。驻村不到一个月，工作队就摸清了
该村的底数，理清了发展思路，并制定
出《2018—2020年邵阳市人防办驻金
兴村帮扶三年规划方案》，为该村脱贫
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绘制出发展蓝
图。

金兴村有13个片区、17个小组，
一些偏远的村组，通组道路仍是泥土
路，到了雨雪天，村民出行高一脚、低
一脚，浑身是泥。作为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贺友涛多次往返于扶贫办，
和市、县交通局衔接协调，争取项目

经费220万元，在金兴村修建了4条
水泥硬化道路。终于告别“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的出行历史，周边村
民都由衷地赞许工作队的工作成效。

连轴转的高强度工作，让年过五
旬的贺友涛腰病多次复发，病痛折磨
让他通宵难眠。队员们劝他休息一段
时间，可他对队员们讲：“我的身体是
老毛病了，是小事，今年村里的脱贫
工作是大事，耽误不得！”医生多次劝
他手术治疗，可他一拖再拖，只想等
攻克“贫困堡垒”之后再说。

精准帮扶 真情真心

金兴村有 121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要想帮助他们全部脱贫，绝非易
事。贺友涛带领工作队员摸清底子
后，逐户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帮扶方
案。

“贺队长引导我种茄子，我一年
就脱了贫，第二年就盖了新房。如果
没有他的贴心帮扶，我在外打工，可
能至今还两手空空。”如今住进了新
屋的贫困户唐孝柱说，他 2018 年从
广东务工回来，贺友涛引导他流转土
地种了50亩红茄。他没有技术，贺队
长介绍他到长安营乡去学；没有资
金，贺队长从市、县的产业帮扶资金
里帮助解决；茄子没有销路，贺队长
帮助在东莞找销路。如今，唐孝柱一
年的收入有 50 万元，不但自己脱贫
致富，还带领村里6户贫困户实现脱
贫。

“再穷的村也有能干的人。”贺友
涛常在走访时引导有技术的在外发
展村民回乡组建专业合作社，“捆绑”
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分红，并为贫困
劳动力提供务工岗位。通过他多次做
工作，养殖能手王康回村里建起了生
态种养专业合作社，养殖美国牛蛙，
养殖面积达50亩，带领了19户61人
脱贫致富。去年，在贺友涛的精心帮
扶之下，致富能人唐民盛在村里投资
300万元兴建石膏建材“扶贫车间”，
容纳11户贫困户12人就业脱贫。

村民唐孝联原本在武汉从事莲
荷产业，贺友涛做工作让他回乡带领
大家致富。今年3月，唐孝联斥资300
万元在村里成立了金兴乡村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流转了 200 亩土地，有
意向的村民全部参股，计划在村里打
造千亩莲荷基地。如今，莲荷基地正
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中。待荷花开了，
乡村旅游火了，金兴村巩固脱贫成果
将有新鲜血液。

情系群众 不忘初心

出生在农村的贺友涛对人民群
众充满感情。他到城步扶贫后，发现
不少群众生活困难，心里非常难受，
无论他们是否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
他都一视同仁，倾情相助。

建档立卡贫困户李录奇一家四
口，夫妻俩均身体残疾，无法从事重
体力劳动。贺友涛主动联系县建筑行
业协会，帮他在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个
守材料的活，全家由此脱贫。

村民唐大文在山里砍柴时不慎摔
成重伤，生命垂危，当地医院因技术力

量不足将其转院至武冈抢救。贺友涛
一边带领工作队员驱车到武冈送去慰
问金6000元，一边积极联系转院至市
中心医院由专家救治。最终，老人脱离
危险，治愈出院。村民杨新宇因为脑溢
血做了开颅手术，失去劳动能力。贺友
涛一方面帮他申报低保，政策托底帮
扶，一方面为他申报危房补助资金，并
联系爱心人士对他进行帮扶。

村里的退伍老兵杨进社身患重
病，儿子要回家照顾老人，无法在外务
工，一家陷入贫困。老人在院治疗期
间，贺友涛个人拿出 5000 元前去看
望，又号召爱心人士捐款帮扶。老人临
终前满含热泪紧紧抓住他的手，不舍
地说道：“贺队长，你真是一个好干部，
我这一辈子不欠别人的，只欠你的。”
老人过世后，贺友涛又出资为老人购
买棺材，帮助料理后事。村民深受感
动，连连称赞：“贺队长就像是贫困户
的孝子一样。”

视村民如亲人的贺友涛在父亲
九十岁寿辰当天赶回村里，为村民解
难题，为群众谋幸福。他遗憾的是没
有办法对父母尽孝，但自豪的是，他
帮扶的两个贫困村的村民把他看作
亲人，村民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

带着“三心”扎根苗乡拔穷根
——记市优秀共产党员、市住建局（人防办）驻城步扶贫工作队队长贺友涛

邵阳日报记者 宁 煜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周成学 刘恒斌） 4月
20日晚，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各党委成员的带领下，邵阳交
警城区三个大队374名参战人
员20时30分准时到达各自指
定位置，集中开展全市“平安一
号”统一夜查行动。

当晚，邵阳交警城区 13
个执勤卡点共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 163 起，其中酒驾 19
起、货车超载 5 起、面包车超
员3起。

为进一步整治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夯实学生全面复学
后的平安交通环境，邵阳交警
在每周末固定开展夜查的基
础上，进一步提升行动频率，
全面形成“白天+黑夜”无缝
隙严管严控交通违法的高压
整治态势。

在高速公路邵阳东出口，
一辆白色越野车的驾驶员彭
某经呼气式测试，血液中的酒
精含量达 61 毫克/100 毫升，
属酒后驾驶机动车交通违法。
据了解，彭某是邵东市人，吃
晚饭时和朋友一起喝了些白

酒，饭后另一位邵阳的朋友相
约来玩。他想着，周末交警已
经连续夜查了几天，当天是周
一应该不会查了，便独自驾车
上了高速公路，没想到刚出收
费站就被执勤民警查处。当得
知自己的酒驾行为将会被依
法记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
并罚款 2000 元时，驾驶人彭
某后悔不已，称自己不该心存
侥幸，以后再也不酒后驾驶机
动车了。

在执行完清明假期的交
通安保任务后，邵阳交警就全
警切换“护学模式”，以学生
复学的交通安全为工作重点，
严查交通违法。自4月7日起，
邵阳辖区各学校陆续复学以
来，全市交警共依法查处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 20341 起，其中
酒 驾 238 起 、车 辆 超 员 超 载
743 起、机动车涉牌涉证 2573
起，维护了辖区道路的平安畅
通有序。

持续夜查优化交通环境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宇
通讯员 莫 梦 娜） 4 月 19
日，国网邵阳供电公司输电
运维人员在位于双清区的 35
千伏洋板线线路通道内清理
新发竹笋，及时消除线路隐
患，护航线路设备安全稳定
运行。

春末夏初，竹笋生长旺盛，
线路下快速生长的竹笋影响主
网线路供电安全可靠性。为将
此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输电运维人
员在完成了清明防山火工作
后，对辖区线路走廊新发竹笋
进行清理。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结合
春季精益化巡视工作，对线
路通道上有竹笋的杆段及竹
子高度、竹子与导线的距离
等进行摸底，全面评估竹笋
隐患点风险，制定详细的竹
笋 排 查 周 期 和 清 理 工 作 计
划，并强化精益化、痕迹化管
理，确保每一个竹笋隐患点
排查清理到位。

目前，该公司第一轮清理
竹笋工作已接近尾声，共计清
理竹笋隐患点 400 余处、竹笋
10000 余棵。下一步，该公司
将加大除笋护线的力度，为迎
峰度夏打下坚实基础。

除笋护线保电畅通

贺友涛（中）入户走访，了解民情。

出生在农村的贺友涛对人民群众
充满感情。他到城步扶贫后，发现不少
群众生活困难，心里非常难受，无论他
们是否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他都一视
同仁，倾情相助。

建档立卡贫困户李录奇一家四口，
夫妻俩均身体残疾，无法从事重体力劳
动。贺友涛主动联系县建筑行业协会，
帮他在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个守材料的
活，全家由此脱贫。

村民唐大文在山里砍柴时不慎摔成
重伤，生命垂危，当地医院因技术力量不
足将其转院至武冈抢救。贺友涛一边带
领工作队员驱车到武冈送去慰问金6000
元，一边积极联系转院至市中心医院由
专家救治。最终，老人脱离危险，治愈出
院。村民杨新宇因为脑溢血做了开颅手
术，失去劳动能力。贺友涛一方面帮他申
报低保，政策托底帮扶，一方面为他申报
危房补助资金，并联系爱心人士对他进
行帮扶。

村里的退伍老兵杨进社身患重病，
儿子要回家照顾老人，无法在外务工，一
家陷入贫困。老人在院治疗期间，贺友涛
个人拿出5000元前去看望，又号召爱心
人士捐款帮扶。老人临终前满含热泪紧
紧抓住他的手，不舍地说道：“贺队长，你
真是一个好干部，我这一辈子不欠别人
的，只欠你的。”老人过世后，贺友涛又出
资为老人购买棺材，帮助料理后事。村民
深受感动，连连称赞：“贺队长就像是贫
困户的孝子一样。”

视村民如亲人的贺友涛在父亲九
十岁寿辰当天赶回村里，为村民解难
题，为群众谋幸福。他遗憾的是没有办
法对父母尽孝，但自豪的是，他帮扶的
两个贫困村的村民把他看作亲人，村民
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

带着“三心”扎根苗乡拔穷根
——记市优秀共产党员、市住建局（人防办）驻城步扶贫工作队队长贺友涛

邵阳日报记者 宁 煜

情系群众 不忘初心

城步，一个深度贫困县。安排哪
个得力干部去扶贫最合适呢？市住
建局（人防办）主要领导想起了头脑
灵活、吃苦耐劳的军转干部贺友涛。

“当时我爱人身体不好，父母都
快 90 岁了，需要照顾。”然而，2015
年3月，当贺友涛接到任务后，二话
没说，很快赶到了长安营乡德胜村。

德胜村地处深山，山洪袭击后，
该村多处塌方，贺友涛多次跑市、县
两级部门协调资金16万元，恢复坍
塌组道4处，清理滑坡土石2200立
方米，帮助村民进行灾后重建。邓运
松等几户村民家门前路不通，运送
物资全靠肩挑手提，生活极为不便。
贺友涛带领工作队员实地考察，与
村委会商议解决方案，修通了 5 条
总长 4000 米的道路，解决了村民

“出行难”问题。
“要想真脱贫，产业是关键。”贺

友涛千方百计做好产业扶贫文章，引
导该村成立了高山特色蔬菜种植、养
殖合作社，购买3000株青钱柳分发
给村民种植。2017年底，德胜村整体
脱贫，从原来的“落后村”变成了绿荫
环抱、恬静安逸的“魅力乡村”。

2018年，市里又安排市人防办
到茅坪镇金兴村驻村帮扶。“扶贫是
一个苦差事，老贺干了三年，再让他
去，他心里会不会有想法？”市人防
办主要领导正为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人选犯愁，贺友涛了解情况后主
动报名，“我是一个党员，只要组织
需要，只要能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一
定冲锋在前！”

贺友涛住进金兴村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带领工作队走遍了村里的
每一条路、每一块田土和林地，白天
入户走访调研，晚上召开会议研讨
帮扶举措。驻村不到一个月，工作队
就摸清了该村的底数，理清了发展
思路，并制定出《2018—2020 年邵
阳市人防办驻金兴村帮扶三年规划
方案》，为该村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
建设绘制出发展蓝图。

金兴村有13个片区、17个小组，
一些偏远的村组，通组道路仍是泥土
路，到了雨雪天，村民出行高一脚、低
一脚，浑身是泥。作为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贺友涛多次和市、县交通局
衔接协调，争取项目经费220万元，
在金兴村修建了4条水泥硬化道路。
终于告别“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的出行历史，周边村民都由衷地赞许
工作队的工作成效。

连轴转的高强度工作，让年过
五旬的贺友涛腰病多次复发，病痛
折磨让他通宵难眠。队员们劝他休
息一段时间，可他对队员们讲：“我
的身体是老毛病了，是小事，今年
村里的脱贫工作是大事，耽误不
得！”医生多次劝他手术治疗，可他
一拖再拖，只想等攻克“贫困堡垒”
之后再说。

扎根苗乡 赤胆忠心

金兴村有12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要想帮助他们全部脱贫，绝非易事。贺
友涛带领工作队员摸清底子后，逐户制
定了切实可行的帮扶方案。

“贺队长引导我种茄子，我一年就
脱了贫，第二年就盖了新房。如果没有
他的贴心帮扶，我在外打工，可能至今
还两手空空。”如今住进了新屋的贫困
户唐孝柱说，他 2018 年从广东务工回
来，贺友涛引导他流转土地种了 50 亩
红茄。他没有技术，贺队长介绍他到长
安营乡去学；没有资金，贺队长从市、县
的产业帮扶资金里帮助解决；茄子没有
销路，贺队长帮助在东莞找销路。如今，
唐孝柱一年的收入有 50 万元，不但自
己脱贫致富，还带领村里6户贫困户实
现脱贫。

“再穷的村也有能干的人。”贺友涛
常在走访时引导有技术的在外发展村

民回乡组建专业合作社，“捆绑”建档立
卡贫困户参与分红，并为贫困劳动力提
供务工岗位。通过他多次做工作，养殖
能手王康回村里建起了生态种养专业
合作社，养殖美国牛蛙，养殖面积达50
亩，带领了19户61人脱贫致富。去年，
在贺友涛的精心帮扶之下，致富能人唐
民盛在村里投资 300 万元兴建石膏建
材“扶贫车间”，容纳11户贫困户12人
就业脱贫。

村民唐孝联原本在武汉从事莲荷
产业，贺友涛做工作让他回乡带领大家
致富。今年3月，唐孝联斥资300万元在
村里成立了金兴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流转了 200 亩土地，有意向的村民
全部参股，计划在村里打造千亩莲荷基
地。如今，莲荷基地正在热火朝天地建
设中。待荷花开了，乡村旅游火了，金兴
村巩固脱贫成果将有新鲜血液。

精准帮扶 真情真心

不顾父母高龄、妻
子体弱，扎根苗乡扶贫，赤胆忠心

勇向前，一干就是五年；真心融入、真情
扶贫，因地制宜，帮助村里办起“扶贫车间”，

建成了7个专业合作社，让一个落后贫困村的
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不忘初心，一心
为群众解忧纾困，被村民视为亲人......他，就是先
后五次被评为市扶贫先进个人、2019年被评为市
优秀共产党员的市住建局（人防办）副调研员、驻
城步苗族自治县扶贫工作队队长贺友涛。

4月21日，记者去城步苗族自治县茅
坪镇金兴村采访贺友涛时，他正奔走在

贫困户家中，引导他们加入专业
合作社领取分红。

▲▲贺友涛贺友涛（（左一左一））下田帮贫困户插秧下田帮贫困户插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