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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开学季特别报道

开学在即，市北中学语文高级

教师韩立春为他执教的高二（10）

班同学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上学期，他请同学们以《“xxx”

说“x”》为题写了一篇作文，并尝试

投稿。其中，标题中的“xxx”为学生

自己的姓名，“x”为学生姓名中除姓

之外的某一个字，如《韩愈说

“愈”》。如今，好消息传来，多篇佳

作发表在《新读写》杂志上。

“经过了两年的高中学习，也

经历了两度网课的考验，学生对自

己的学习经历和认识是不同的。”

韩立春说，他更希望的是借助本次

作文训练的机会，引导同学们清晰

地认识自我，扬帆起航。

“宇”“凡”“杰”“琳”“芸”……

说来也巧，全班学生的名字中很少

有生僻字。然而，围绕这一个个常

见字展开，一篇篇习作还是轻松超

越千字篇幅。

韩立春说，起初，同学们也有

些犯难，觉得要写一个字，无非去

多查一些字典，了解它的演变过程

和不同含义。于是，韩老师干脆先

自己“下水”示范作文。“一定要结

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思考名字给自

己带来的启发。”韩立春启发同学

们，不要泛泛而谈，要写出个性。

聪慧的高中生们，很快领悟

了。女生李逸凡记得，小时候，自

己老生病，父母三天两头带她去医

院，“可能那时的心愿便是我能平

安、健康、快乐、平凡地长大，哪怕

是这世界上的灰尘，也是有歌有舞

的。平凡不等于平庸，平凡是最好

的祝福。”

男生沈晨晟时常感叹自己名

字的拗口，在上海话中，这三个字发

音极其相似。他说，“曾在祖父的

《辞海》中看到一张密密麻麻写满名

字的纸，最后在我的名字上画上无

数的圈。这便是我这个独一无二的

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兴

许只是早晨的阳光一闪造就了这个

独属于我自己的符号。”

女生董梦佩听父母说起，出生

前，父母早就坚定地想好，孩子的

名字一定要有个“珮”字，希望孩子

有王者气象，能成大器，没想到，报

户口时，电脑出了问题，“珮”字无

法录入，只能临时改成了“佩”。望

着窗外晚霞渐渐隐入黑暗中，董梦

佩在两个同音字中产生联想：“站

在山顶的毕竟只是少数人。先问

心无愧去做好每一件事情，用心去

沉淀，立好‘人’，最后才能成

‘王’。只有忍受了黑夜的痛苦，在

黑暗中坚持着摸索前进，最后才能

看见晚霞的绚丽。”

贾晨宇出生在一个细雨绵绵

的清晨，照理说应该起名“晨雨”，

她的外公提出，“贾”和“晨”都是上

下结构，不如把“雨”改为“宇”，从

字形结构上看更美观，于是有了现

在的名字。“‘宇’字在我的名字中

似乎是个不起眼的替补队员，再加

上在人名中实在太多见，往往会被

忽视。”贾晨宇说，经过17年的成

长，她读懂了“宇”的真正内涵。

“‘宇’既是天地，更是我的未来与梦

想……它告诉我眼光应当长远，贯

穿时空；它向我讲述着世界的无限，

告诉我应有不断探索的好奇与勇

气。”

韩立春笑言，或许应了“名如

其人”的规律，贾晨宇是个很“飒”

的姑娘，李沁芸走的则是甜美

风。“芸，芸草也，似目宿。”从《说

文解字》中，李沁芸了解到，“芸”

是香草，但在父母眼中，“芸”字却

有多重内涵。“远处传来一阵沁人

心脾的清香，是芸草的气息，我跟

随着它，俯下身，与从前我身体里

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对话，芸草

的枝芽牵着我的手，伴我长大。”

在文章最后，女孩描摹出一幅颇

有意境的画面。

本报记者 陆梓华

请写下名字里的故事
市北中学语文老师引导学生清晰认识自我

这两天有一条新闻很有意

思。上海愚园路成立了一个“愚园

路反诈联盟”，很多网红店参与其

中，通过有别于传统反诈宣传的新

潮方式，一年多来做到了签约商户

“零发案”，消费人群“零被骗”。

这里面有个冷知识。很多人

都认为老人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

群体。事实上根据统计，当前各

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网络诈

骗占比已超过85%，上当受骗的

人群中，90 后人群占比高达

62.7%。

正是这组数字，让警方动了

念头：愚园路的消费群体大多是

年轻人，能否借助网红街、网红店

的影响力，以年轻人更易接受的

方式，让反诈知识入脑入心？长

宁分局江苏路派出所由此牵头成

立了“愚园路反诈联盟”，进行了

多种尝试，从最初的折扣优惠，到

民警进店开设反诈课堂，最终选

定了“反诈文创”。

比如，一家原豆巧克力工厂

的餐垫上，画着以巧克力豆卡通

人形象讲述“股权投资类”诈骗受

害者经历的漫画，等餐时，很多人

都忍不住好奇细看。一家轻食餐

厅则使用卡通小猪表现“杀猪盘”

诈骗，印制了托盘纸和面包封袋，

宣传语也很犀利：“他爱你？他只

想养肥你，再狠狠诈骗你！”

花式反诈的效果很明显，各

家网红店不但配合派出所成功劝

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0多起，还

产生了辐射效应，令整个派出所

管辖的区域电诈案件发案率下降

了42%，避免群众损失近千万元。

在中国，电信网络诈骗每年

卷走老百姓数百亿血汗钱。反诈

宣传已经铺天盖地，为何上当者

还是络绎不绝？因为骗子是专业

的，他们有完整的“产业链”，有研

究心理弱点的专家，有“千锤百

炼”的剧本……为了成功，他们的

骗术不断迭代更新，可以说是很

“勤奋”了。

面对这样的对手，守护者也要

穷尽一切办法。记得前些年，江西

赣州的民警为了让老人不受骗，把

反诈宣传语印在鸡蛋上作为赠品，

文字简洁明了：“自称公检法要求

转账的都是诈骗”“网络免押贷款

都是诈骗”，特别有效也特别受欢

迎。这其实和“愚园路反诈联盟”

成功的道理是一样的：骗子看人下

菜，防骗也要对症下药。

本报讯（记者 杨洁 通讯员

马晓杰）为解决市民群众拍摄证件

照时“排队长、等候时间久、照片不

满意”等问题，记者今天从浦东公安

分局人口管理办公室获悉，在上海

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办公室的大力支

撑下，浦东于今年1月初推出“手机

自助拍摄身份证照片”的便民服务

措施，并于2月初全市推广。

据悉，今年1月初，浦东分局人

口管理办公室作为全市试点，推出

了“手机自助拍摄身份证照片”的便

民服务措施。居民可以通过手机扫

描二维码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上

海数码证照中心”，在程序指引下自

助拍摄、上传身份证照片。

“上海数码证照中心”的自助拍

摄区，以灯光和白墙模拟出摄影棚

效果，使用者只需点开微信小程序，

选择自己需要拍摄的证件类型，就

可自行拍摄头像照片。拍摄前，首

先要观看一段“拍摄注意事项”提醒

视频，包括“在朋友协助下拍摄，不

要自拍”“选择白墙或白布作为背

景”“平视镜头”“不要佩戴饰品”“不

要化妆”等。在开始拍照、提交照片

时，还有一行红色的温馨提示：“身

份证照片不能遮挡五官，须关闭相

机美颜、瘦脸功能。”

浦东公安分局人口办户口准入

科科长季铮介绍，以前市民办理身

份证件，可以在派出所现场拍照点、

自助拍照机或者指定的社会照相馆

拍摄证件照。如今，在手机上也可

以根据提示自主完成拍摄。这为行

动不便者，或者因工作、学习繁忙无

暇外出拍照的居民提供了很大便

利。“一般照片拍摄后约1-2小时，

数据会上传入库，之后前往派出所

办理证件即可。”

用手机可自助拍身份证照片了
须关闭相机美颜、瘦脸功能

为了确保校车安全，浦东交警

支队启动了开学前的校车集中安

全检查工作。今天上午，浦东交警

支队民警来到位于雪野路上的上

海协和双语学校开展校车检查。

检查内容包括车辆的外观、标牌、

轮胎、配备的药箱、灭火器、逃生梯

等安全设施。同时还对校车驾驶

员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据了解，浦东目前拥有各类校

车约800辆，登记校车驾驶员逾

1000人。为确保校车交通安全，

浦东交警将会同区教育部门在开

学前后对所有校车进行全覆盖检

查，对驾驶员进行全覆盖教育。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校车“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