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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莹璐 通讯员

胡咏琴）“不好了，我儿子一个人被反锁

在房间里出不来了！”7 月 2 日 10 时许，市

公安局花街派出所接到市民陈女士报警。

事态紧急，值班民警傅峥巍立即带队

赶往现场。原来，在半个小时前，陈女士的

儿子独自在三楼房间玩耍，不小心将门反

锁，但孩子过于年幼，无论家人如何引导，

始终无法自主打开房门。万般无奈下，陈

女士报警求助。

傅峥巍一边联系巡特警大队防盗门窗

破拆组前来支援，一边隔着门安抚孩子情

绪，还细心询问房间内的情况。

在征得陈女士的同意后，傅峥巍当即

下楼从警车上取来一根铁棍和一个防盗门

破拆器，尝试先行破门救援。

“小朋友，不要靠近门哦。叔叔要开门

了啊！”通过声音，傅峥巍确定孩子处在安

全位置，便拿着铁棍用力撬动门锁。但防

盗门较为坚固，撬锁作用不大，于是辅警钱

潇手握破拆器，开始用力地撞击房门。用

肩膀顶着门、手肘也撞击着铁门，不一会，

满头大汗的钱潇体力开始下降，傅峥巍便

立即接过破拆器继续撞击。

25 秒钟过后，防盗门被成功破开。看

着小男孩安然无恙地靠在床边，在场人员

终于松了一口气。陈女士紧紧地抱住了孩

子，连忙对处警人员表达了感谢，并表示以

后会小心看管孩子。

孩子被反锁家中
民警25秒施救

接了个陌生电话
险些被骗60万元

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美樱子 通讯员

项淑清）“要不是你们，我差点被骗子骗走

60 万元了。”想起自己经历的事，家住龙山

镇的董女士心有余悸。

7月2日，董女士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对

方自称是某购物平台的客服，由于发现董

女士在该平台申请了 20 万元的借款额度，

需要关闭此项功能，否则将产生高额利息。

一开始，董女士并不相信对方的说法，

表示自己没有申请贷款。随后，对方准确

地报出她的个人信息，并解释说可能是错

点申请贷款。想到几天前自己确实曾在该

平台购物，董女士信以为真，于是按照对方

提示开始注销账号。

见董女士十分配合，该“客服”便以手

续复杂、注销流程需要等为由，要求她进行

屏幕共享。董女士没有起疑，便按照指示

下载了指定 App，一边继续与其电话沟通

一边共享屏幕。随后，“客服”告诉董女士

因其在该购物平台关联的账户存在风险，

需要将关联账户中的额度清空才能消除风

险，并要求其用手机进入各个银行查看银

行卡内余额。

正当对方让董女士将银行卡内的30万

元及向手机银行贷款的30万元转入指定账

户时，董女士意识到不对劲，立即前往龙山

派出所请民警帮忙核实。在仔细了解董女

士的遭遇后，反诈专员吕航确认董女士遭遇

了冒充客服类的电信诈骗，让她立即将下载

的视频会议软件删除，更改微信支付密码和

银行卡密码，并向董女士认真讲解了冒充客

服类诈骗的实施方式和其他类型的诈骗方

式，让她务必要提高警惕。董女士对民警

及时提醒劝阻表示衷心感谢。

“不要以为不转账就不会被骗，千万不

要和陌生人使用共享屏幕功能。”警方提醒

广大市民，共享屏幕是大部分网络会议软

件中都具备的功能，便于实时演示或教学，

只要打开了共享屏幕，手机上的任何信息

都会被共享对象一览无余，包括输入的支

付密码、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等。在与诈骗

分子共享屏幕时，就相当于把自己的银行

账户交给骗子操控。

徐立斌是我市一名“80 后”地方

文史研究爱好者，现为市政协特约文

史研究员、《永康文献丛书》编委会编

委。平时，他喜欢收集一些老照片、

老物件，阅读相关历史资料。今年 6

月初，徐立斌在浏览国外的拍卖网站

时，发现了 4 张侵华日军占领永康的

照片。

“图片上的文字基本清晰可辨，

特别是那张两个日本兵的合影，门楣

上还挂着‘永康县政府’的牌匾，左右

两边悬挂了‘永康县振（赈）济会’‘永

康县警察局’‘财政部-浙江省永康县

田赋管理处’等牌匾。”发现这些罕见

的照片，徐立斌激动不已。他第一时

间联系卖家，并表示自己有意愿购买

这组照片。

从与卖家的多轮交涉中，徐立

斌了解到这是从日本私人家族中流

出的一组照片，他推测可能是由这

两个日本兵的后代拿出来放到拍卖

网站上拍卖的。经过 20 多天的等

待，徐立斌收到了这些照片。

这是 4 张两寸左右的黑白照片，

虽然已经泛黄，但都保存完好。根

据照片内容显示，结合史料记载，徐

立斌推测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属于日

军的随行人员，拍摄时间处于 1942

年 5 月至 8 月，浙赣战役爆发后日寇

首次占领永康县城时所拍，距今已

有 81 周年。

面对这些宝贵的历史照片，徐

立斌请专业人员将这几张老照片拍

摄成可以自由缩放的电子照片，并

精心编辑，在抖音上发布照片视频，

以供关注永康、关注抗战历史的爱

好者们分享交流。徐立斌还联系了

市档案馆珍藏复印件，以期丰富历

史资料。

8181年年老照片再现侵华历史老照片再现侵华历史
文史研究爱好者从国外网站购买 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这张是两个日本兵带着佩刀在永康县政府门口的合影。”“这张是日寇在现在
的江南街道麻车头村张贴布告，另一张是在另一处地方张贴布告。”前些天，市民徐
立斌发布的一组侵华日军占领永康的照片，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引发了网友广泛关

注。7月5日，记者与徐立斌一同前往其中一张照片的现存遗址探访。

侵华日军占领永康的组图视频

在抖音上发布后，除了收获许多网友

发表的评论外，不少网友也在这些照

片中发现了一些熟悉的痕迹。有市

民留言，其中一张照片上布告粘贴处

的老房子现在还保留着，位于江南街

道麻车头村。

记者随后与徐立斌一起前往麻

车头村，在村民的指引下，找到了疑

似张贴布告的老房子的具体位置。

这幢老房子与麻车头村党群服

务中心相向而立，是今年我市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的登录点，即麻车头村

的玖厅祠堂。

放眼望去，老房子屋顶位置沿着

墙面已经有了坍塌的迹象，墙面还贴

着危房标识。据村里的老人介绍，该

祠堂始建于明末时期，由先人斥巨资

费人力，分解了苍岭之巅的巨型白榧

树建造而成。“这座祠堂现在年久失

修已经成了危房，老照片在网络上发

布以后，更多人知道了日军在村里的

相关细节，也有人来这座祠堂的残墙

打卡拍照。”村民陈公平说。

“这张照片清晰地显示布告上写

的文字，都是欺骗百姓的内容，照片也

有摆拍的嫌疑。照片中有戴眼镜的

知识分子、有戴草帽的农民，还有孩

童，落款是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廿二日，

永康县毛车头警备队队长⋯⋯”徐立

斌分析道。

近年来，徐立斌一直致力于民间

传统文化的素材挖掘。这并不是他

第一次向市档案馆捐赠历史档案。

“这 4 张照片都属于精品，特别

是两名日本兵站在县政府的照片十

分珍贵，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希望全

社会都能积极参与到为历史留存记

忆的行动中来，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砥砺前行。”市档案馆保管利用科副

科长胡瑞说。

融媒见习记者 徐婷婷

浏览网站发现侵华日军占领永康的照片

寻访历史遗迹 汲取前行力量

日本兵在县政府门口合影

日寇张贴布告的画面

行进中的日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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