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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太16年坚持收集旧衣
“哪儿有需要，就会送过去”，足迹遍布偏远乡村、灾区

做好事不难，难的是十几年的坚持。从1997年起，合肥的王崇智
老太便开始四处收集旧衣物，自费将衣物送到偏远乡村、灾区有需要的
人。昨日一大早，记者赶到她位于二里街社区的家中，70岁的她正忙着
整理旧衣服，“这些衣物下午就要送到火车站托运到甘肃”。

从1997年起，王老太开始从亲戚朋友处

收集旧衣物，她没有告诉他们，要用来干什

么，见到谁有旧衣物要扔，她便会要过来，“担

心别人会不会以为我在‘拾破烂’，后来一想，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做我的。”

她一边收集衣物，一边留意“哪儿需要旧衣

物”，凡是客车能到的地方，她都会自费坐车，扛

着几大包衣物送过去。16年来，她的足迹遍布

偏远乡村和灾区，“哪儿有需要，就会送过去。”

2005年，得知金寨县南溪镇受灾后，她

立刻整理好近2000件衣物，并在热心人的帮

助下，送到了那儿。2006年，她了解到定远

县能仁、青山等乡镇遭遇山洪侵袭，立即紧急

募集3000多件衣物，送到受灾的乡亲手中。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市民知道她的事，纷纷

提出，把旧衣物送给她，有的她亲自上门取。收

集回来的旧衣物，她总会一件件细心整理好。

脏的，她洗干净、晾干；破了，细心缝好，此外，她

会按性别、季节等将衣物分类打包。

这些年来，花了多少钱，送出多少件衣

物，王老太说，已经不记得了，对于“最艰难的

时候，曾向朋友借钱”的事，她轻描淡写地一

句话带过，而是不住地强调“做这些事，我很

开心”。一个月收入仅六七百元，对此，她并

不在意，“省着点够花了！”从2012年起，她开

始向省外捐助旧衣物，“一方面从当地民政部

门获取需求信息，一方面我了解后，再向当地

相关部门核实。”为此，她专门学会了上网、

QQ聊天。可即便如此，运费对她而言是笔

大开销，“这一批运到甘肃的衣物，运费估计

要好几千，幸好有朋友帮我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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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乡村、灾区，都有她的身影

收入不高不妨碍献爱心

星报讯（记者 祁琳） 邵先生是浙江

人，在合肥打工，这才来了三个多月，就被

人骗去了14600元。

邵先生前几个月来到合肥，一直在工

地上帮人做装潢，前日，妻子玩他的手机，

看到一条彩信，信息上说邵先生的手机号

被抽中《中国好声音》全国巡演二等奖，奖

品为98000元和一台苹果电脑，后面附有

网址。

邵先生是中国好声音的粉丝，他立马

打开网页，拨通了网页上留的领奖电话。

对方称要邵先生填写资料并打4800元保

险金，邵先生照做了，打电话让其查收，对

方又让邵先生再缴纳个人所得税 9800

元，并承诺交完税后奖金立即到账。邵先

生信以为真，又向对方账户汇去9800元，

仍不见奖金到账，这时，他才反应过来上

当受骗了。

目前，辖区派出所已经将此案移交到

刑警队处理。

收到各种中奖信息，千万不要贪小便

宜，以免造成损失。

想拿十万奖金，岂料被骗万元

星报讯（星级记者 张敏） 近期，合

肥警方陆续接到市民报警，称在金寨路明

珠广场附近，时常有人驻留，手里拿着一

盒化妆品，不停拦下市民，以赠品为由强

塞给对方，一旦收下，就被告知需要付

费。几言不合，就会吃了哑巴亏。

市民小汪说，1月7日下午经过时，被

一名年轻男子拦下，对方开始很热情，以

做促销活动为由，不由分说将所谓的赠品

塞给小汪。小汪收下后，对方却再次拦住

对方，要求交付几十元不等的费用。“我表

示不需要，对方不肯收，非缠着付钱，而且

口气越来越凶。”迫不得已，小汪无奈乖乖

付钱。

对于这种在街头打着“赠品”招牌，却

“强卖”的行为，市民一定要提高警惕心，

不要被一时的花言巧语游说心动，之后一

看，价不廉物不美，只能吃个哑巴亏。

接过赠品，就被告知要“买单”

星报讯（记者 祁琳） 日前，一名中

年男子深夜躺在省城淠河路上，身上潮

湿，路人见状，打电话报警。

当时的时间将近凌晨 3点，室外的

温度已到了零下，民警在路边找到了这

名男子，发现男子约50岁，浑身酒气，醉

得不省人事，衣服潮湿。民警在其身上

找不到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在与男子

断断续续的对话中得之其住在附近。民

警经过一番折腾，最后确定男子家住团

结新村，但该男子酒醉未醒，民警只得把

男子背回家。经过了解得知，男子是单

身，与年迈父母一起居住。

民警称，一到节假日，年底，各种聚会

增多，喝多了一定要注意，现在室外温度

低，千万不要露宿街头哦。

酒醉路边躺，民警背其回家

星报讯（黄馨 记者 王玮伟）“早上买菜

回来，发现门锁被灌入胶水，差点把钥匙都弄

坏了。”昨天上午，省城莲花新区的王女士买菜

回家时发现门锁打不开了，幸好家里有人，帮

她开了门。让王女士不安的是在家门旁贴着

开锁广告。

“我仔细想过，没得罪过谁，我怀疑是贴

广告的开锁公司做的，好让人去找他们开

锁。”王女士表示，小区为开放式小区，不少住

户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了应对门锁被灌入

由于只是门锁被堵，王女士只能“自认倒

霉”。花了几十元找了熟人开锁。

星报讯（记者 祁琳） 日前，省城一

大学生小杨接到自称邮局工作人员的电

话，说她的包裹藏有毒品，这让小杨惊慌

失措，其实是骗局。

1 月 3 日下午 3 点左右，小杨接到

一个语音录制电话，说她有一个包裹在

邮局，包裹安检后发现有毒品，现已被

警方带走，该工作人员还告诉小杨“警

局”电话。

小杨拨通该“警局”电话。一个自

称陈警官的人表示确有一个包裹，说她

已触犯刑法，昆明毒贩用她的身份证开

了银行账户并在账户中存500万现金，

要求小杨向指定的账户汇钱证明清

白。当日下午 5 点，小杨在提示下将

2800 元钱汇到了对方的账户上。结果

多方联系，才知道受骗。目前，小杨已

到辖区派出所报警。

这样的事情，小杨表示希望大家遇到

不要再上当。

包裹有毒品？其实是骗局

王老太正在整理收集来的衣服

胶水堵门锁，质疑“小广告”

星报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