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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丹阳

过年 7 天假期，快拍快拍 App 为大家准备了专门的红
包群！每天一个拍摄主题，每天都有红包雨，等你来抢！

怎么玩，很简单！把你拍的照片，上传快拍快拍 App，
发图时选择#抢红包。只要你的照片被精选，就会有编辑
通过私信和你联系，把你加到红包群哦。进群后，快拍快
拍网发起人傅拥军，每天都会为大家发红包。

除了抢红包，快拍快拍网还推出一系列新春快拍活动——

快拍春晚
除夕夜，最重要的仪式莫过于一家团聚，边吃年夜饭，

边看春晚。除了陪家人一起看春晚，你还可以拿起手机相
机，快拍电视机里的春晚。

奖励：春晚结束后半小时内，评出好照片即发微信
红包。

快拍老爸老妈
2010年春节起，快拍快拍网就开始一个活动——快拍

老爸老妈。“其实拍得好不好没关系，拍了就是好孩子！”今
年春节，活动还将继续。

奖励：我们将选择一些照片，用收藏级打印相纸制作
照片送给你。

快拍全家福
快拍快拍网与新华社新华影廊联合推出快拍全家福

大赛。必须是全家福照片哦，拍摄时间不限。
奖励：最高奖项为价值 20000 元的“团圆旅游”代金

券，100幅优秀全家福作品，会冲印出来寄送给作者。

快拍此时此刻·春节
当一千个、一万个人的“此时此刻”集聚一起，就是我

们这个春节最真实的世界。
奖励：三月，春暖花开时安排一次春游，包美食包民宿！

过年上快拍快拍App
拍照片领红包 扫一扫

下载快拍快拍App
扫一扫
下载快拍快拍App

记者 张超

昨天是猴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 2 点，下
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的叫号从 2013 号跳到了
2014号，一个穿蓝色呢大衣的帅小伙和一个长头发的漂亮
姑娘走了进来，从填表格、婚检、拍照，到登记领证，前后半
个小时，两人成了夫妻。

小伙子叫周楠，姑娘叫王鸿，都是 1989 年的，是浙江
财经大学的校友。

“她比我早上一年学，她在学生会，我也去了学生会，
不过她对我好像印象不好，觉得我傻乎乎的。”周楠说。

王鸿坐在周楠边上，拎了一下他的耳朵，更正道：“不
是傻，是不成熟！”

周楠看着王鸿笑了笑，“大学毕业后，我就出国做生意去了，
去年春节回来的时候，家里人着急给我介绍对象，正好我同学
说，有个大龄剩女需要拯救，结果一联系，哎哟，这不是她嘛！”

两人的老家都在绍兴，王鸿的户口在杭州，就直接在
杭州登记了，领完证，一起回绍兴过年。

为了早点赶回家，其实他们上午就来过了，可惜踩着
下班的点，照片不能拍，只能下午再来一趟。“上午的 2013
号就是我们拿的，下午的 2014 号也是我们拿的，太巧了，
碰到这两个数字，寓意‘一生一世’。”

下城区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俞女士说，“今天到现在
登记的就 13 对，跟平时差不多，看来都憋着劲等 2 月 14 号
了，正好是过年回来上班第一天，肯定很忙的，预计有两三
百对吧，我们已经做好加班的准备了。”

记者 葛丹娣 通讯员 孙美燕

昨天，很多医生的朋友圈都在转这张照片，大家不约
而同地为照片中站在水里、身穿紫色毛衣的男子点赞。

他叫陈欣，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乳腺外
科博士，38 岁，身高 1 米 78。前天傍晚，10 多年没下过水，
只会一点“狗刨式”游泳的他，救了一位落水老人。

“当时 5 点 20 分的样子，我们一家三口准备去吃饭，
路过东河边（庆春桥，潮鸣寺巷那段）看到一位老人仰面
漂在河面，目测离岸边一米远。我赶紧下水，想把他拉回
来。”陈医师说，“岸边的水不深，但淤泥很多，我脚一踩，
就陷下去了，陷了三四十厘米，这么一来，我就够不着老
人了。周围也没什么人，我有点急，赶快让老婆打 110、
120，帮着喊人。”

由于东河的水流不急，老人仰面漂在水上，自己不停
地用手划水。陈医师决定先上岸，试图找个东西，把老人
钩回来。“后来，我从一家小店借了一根两米多长的铁
杆。”陈医师说，10 多分钟后，在路人帮助下，将老人救上
了岸。陈医师见老人生命体征平稳，意识清醒，周围又来
了十多个好心人，就先回家换衣服了。

这张在朋友圈热转的照片是陈医师妻子拍的，妻子
在浙大一院感染科工作。

陈欣说：“第二天早上，老婆在她的微信群里发了这张照
片，简单讲了下事情经过。她师姐看到，就转到朋友圈了。”

记者 葛丹娣

本报讯 今天是除夕，全民抢红包模式即将开启。最
近，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提醒，正在大家抢得不亦
乐乎的时候，骗子们早已盯上“飞来飞去”的微信红包：6类
微信红包千万别拆！

霍女士在微信群抢红包，中了 500 元代金券，按要求
在领奖网站输入身份证、微信账户等个人信息，扫了二维
码，银行卡被转走 1 万元。切记：微信、QQ 及朋友圈等，要
提防假红包，尤其是这6类红包，千万不要点！

一、需要个人信息的红包不要碰。领取红包时要求

输入收款人的信息，比如，姓名、手机号、银行卡号，这
种很可能是诈骗。正规的微信红包，一般点击就能领
取，自动存入微信钱包中，不需要繁琐地填写个人信息。

二、分享链接抢红包是欺诈。有些朋友圈分享的红
包，如送话费、送礼品、送优惠券等，点开链接要求先加关
注，还得分享给朋友。这种红包涉嫌诱导分享和欺诈用
户，建议点击右上角举报。

三、与好友共抢的红包需谨慎。朋友圈有不少跟好
友一起抢红包的活动，要求达到一定金额，比如，100 块才
能提钱，玩这种游戏要格外注意，红包页面的开发者是否
正规，很可能只是一种吸引粉丝的骗局。

四、高额红包不可信。单个微信红包的限额是 200
元，因此，如果收到“666”、“888”之类的大红包，基本上是
假的。

五、警惕“AA 红包”骗局。此类红包往往是对微信
“AA收款”界面略微改动，加上“送钱”“现金礼包”等字样，
让用户误以为是在领红包。

六、拆红包输密码恐有诈。如果有商家或朋友发来
一个微信红包，拆开时却要输密码，那要警惕了，这很可能
是假红包，真正的微信红包在收的时候，是不需要输入密
码的。

记者 刘云 陈林森

西湖边的钱王祠，刚刚开办“金猴闹春”西湖迎春
花展，特意跑去南方，买回来好多秋石斛。秋石斛一共
20 个品种，哪怕在南方，能做到冬天开花的，也就 5 个
品种，这次都带了过来。

五种不同的秋石斛，开花都是走喜庆路线，紫粉
色、紫色、红色等，钱王祠里让这些秋石斛都开在了一
面白墙上，蛮有过年的味道。

今年是猴年，花展以生肖猴为主题，设计了猴年音
乐会、群猴迎新等园艺小品，用的是冬天里开起来最好
看的时令花，比如百合、番红花、葡萄风信子、洋水仙、
蜡梅、红梅、金橘、黄金万两等。

花展到 2 月 21 日（农历正月十四）结束，钱王祠门
票15元/人（可刷公园 IC卡）。

除夕夜六和塔
祈福步步高

除夕夜，六和塔景区 20：00-23：00 举办“祈福游园
会”，猜谜纳福、古装指压板大作战、蹴鞠、踩高跷、投壶
⋯⋯老底子的娱乐项目一一登场。

游园会结束后，还有“祈福大典”、“福田祈福”、“头
钟迎福”等传统迎春活动，听着袅袅的钟声，把满满福
气带回家。

城隍阁
可免费拍全家福

2月8日（初一） 、2月9日（初二）14:00-14:30、2月
10 日-12 日的 10：15-11:45 和 14:00-14:30，在城隍阁
天风御碑亭舞台有一场“金猴踏春拜大年”文艺演出。

看了演出，只要是三世同堂，在2月8日9:00-10:00和
13:00-15:00进入城隍阁景区，可免费拍摄全家福一张。

少儿公园
玩寻宝游戏

带孩子去少儿公园玩寻宝游戏。兰花、茶花、腊
梅、水仙、紫罗兰这五位花精灵，随机藏在公园的角落，
小朋友们找到后只需用手机拍照，发至朋友圈，就算寻
找成功，获得小礼品。

于谦祠
有新春祈福活动

2月7日至2月13日，于谦祠有一场新春祈福活动
——“五福迎新”。喝一杯福茶健康硬朗，领一只福袋
品尝五味，摸一摸福兽喜迎祥瑞，祈一个福愿祝佑未
来，贴一张福字希冀平安。

还有别样的体验项目等你来挑战。传统碑拓、画
扇面，给年味增添不少文化气息；名人馆里上演“夺宝
奇兵”，来一场斗智斗勇的游园大“PK”。

韩美林艺术馆
猴年“猴有彩”

从年初一开始一直到元宵节，韩美林艺术馆都有
《猴年“猴有彩”——韩美林猴画彩印》特别活动，准备
了三款以韩美林创作的猴画作品为原型的雕版，以传
统木版年画的形式呈现出浓浓的年味。

苏东坡纪念馆
有章太炎书法展

苏东坡纪念馆二楼将展出章太炎先生用篆书抄录
的《千字文》《诗经·七月》六条屏，古诗词手稿以及收藏
的《三体石经》。

展览到3月31日。

警方提醒：6类微信红包千万别拆

看花展、玩寻宝

家门口春节活动也很多
钱王祠有迎春花展

浙医妇院医生陈欣

东河里救起一位老人

陈医师妻子拍下的这张照片

一生一世 领证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