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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钱出新招，旧鞋能翻新
□晚报记者 李雪 实习生 宋歌

本报讯 与皮鞋的庄重素雅相比，运
动鞋、旅游鞋、休闲鞋、布鞋等给人的感觉
是轻松灵动，但却容易遭到污渍的“垂
青”，清洗起来费时费力且不一定能让鞋
子换“新颜”，昨日，记者走访了多家擦
鞋店和鞋子美容店，发现有了时尚又省
钱的方式——旧鞋翻新。

旧鞋翻新生意火

记者来到市内一家皮鞋美容店。“我们
的服务项目很多，包括擦鞋、换底儿、改样
儿等。尽管把皮鞋拿来，我给你一修整，能
多穿好几年呢。”店内服务员说。记者看
到，店内摆放了已经改好的各款皮鞋、旅游
鞋100多双。店主告诉记者，开春以来店里
的生意一直红火，每天都可以接到十几双
的活儿。记者在店内待了一会儿，就有几
个年轻女孩儿提着各种款式的鞋上门来。

过时鞋换样受青睐

“每个女人家里都会有几双没穿过几
次的鞋。鞋是新的，可样子过时了，扔了
怪可惜，穿上吧又觉得土气，还是改改样
吧。”前来给皮鞋整容的郭女士告诉记者，

“前几年流行尖头鞋，现在看起来跟艘船
似的，我想改成圆头的。不过几个小时，
师傅就把鞋头改好了。瞧瞧，跟鞋店里买
的一样吧。”

记者来到淮河路一家皮鞋美容店，正
巧碰上了想给靴子美容的宫小姐。“我这
双靴子是全黑的，穿了几次发现没什么生
趣，师傅您觉得应该怎么弄呢？”修鞋师傅
经过仔细观察，建议给鞋换个颜色再在靴
子上彩绘图案。

旅游鞋清洗翻新需专用洗剂

“我本来是想给白色旅游鞋翻新的，
可是鞋取回来后才发现他们只是给我上
了油，鞋面上的皱褶还很多，我只能又跑
到这家连锁店重整了。”王先生说。

店主告诉记者，皮鞋可以上浆除皱，
但旅游鞋需要多种技术处理才能显效。

“像这种旅游鞋翻新只有专业店做得
了。”店主称，像这样的旅游鞋一般是要
做很多工序，不同的面料需要用到各种
专用清洗剂擦洗，有的还需要补伤、保
养、回软、护理等处理。“一般的旅游鞋清
洗是 8块钱，要是皮质的清洗翻新一下要
80元。”店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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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国有股均分会造成少数人暴富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陈万志做客某电视节目，倡导把国有产权通

过“公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给13亿公民，让13亿公民通过基金
股份参与国有企业的分红，并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3月11
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坚决反对把国有股分给全体居民，原
因是这种做法可行性很低，很可能造成少数人暴富。“所有居民的信
息是不对称的，不了解股市情况，也不了解每个企业的情况，这样分
散了以后就会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有一些人可能利用这个
机会收购别人的股份。” 据《新浪财经》

任志强：独占地产高管薪酬榜首
昨日公布的万科A年报显示，随着业绩下调，万科高管大幅降

薪。董事长王石的薪酬更降至248.1万元，而取代王石的最高收入地
产高管地位的，是ST幸福的董事长任志强。2008年8月25日，任志
强执掌的华远地产借壳ST幸福上市成功。尽管2008年ST幸福市值
大幅下跌，但是这并不妨碍任志强取代王石成为2008年上市房企最
富高管。而且，任志强在ST幸福的持股量占总股本21%，约1600多
万股，按照昨日收盘价8.71元计算，任志强的身家已达到1.4亿元。

据《第一财经日报》

网友曝网络常见诈骗案例
请你看清这些伎俩，网购时悠着点儿

再有几天就是3·15了，反假货，防
诈骗又成为主题，在淘宝、当当、易趣
等几家大型网购网站的论坛上，曾经
受过骗的网友们一一曝出网络诈骗招
数，并对这些骗局一一拆招。记者看
到，骗局往往通过QQ、网站、弹出的窗
口、MSN、邮件等渠道，窃取用户提交
的银行账号、密码等私密信息，而淘
宝、阿里巴巴等知名网站成为仿冒“重
灾区”，钓鱼案例往往发生在电子商务
的各个环节。 晚报记者 程国平

钓鱼伎俩一：钓鱼者穿0898马甲

在淘宝网上，网友小刘说，前段时间他看
到支付宝可以缴纳水电费，还能用信用卡还
款，很是兴奋。因为每天的工作都让他焦头烂
额，还要管这些生活琐事。于是他决定将以前
办的支付宝账号变废为宝，并想咨询一下支付
宝客服。

在习惯性地“百度”了一下后，网上出现了
大量的“0898”开头的“客服电话”，小刘点击排
行靠前的链接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娇
美的声音，并以需要先了解一下小刘的账户有
没有开通相关权限为由，让他提供支付宝账户
名称、登录密码和支付密码。

鱼上了钩，小刘的账户被假客服所拥有，小
刘再次登录时发现账上已分文不剩。

【网友支招】
电话或者邮件给你的“客服电话”不能信，

一定要到各购物官方网站查找客服电话，若有
人要求您通过网页、电话、聊天工具透露银行账
号或支付宝账户、密码、手机验证码等个人私密
信息，更不能信。

凡是要你预先支付“快递费”、“个人所得
税”等费用，99.9%都是骗人的。

钓鱼伎俩二：木马中毒盗窃案
网友香香想在淘宝网上购买一张价值 50

元的手机充值卡，拍下之后付款到卖家的支付

宝，卖家叫香香登录某网站，用网银汇款 0.1元

到他的账户里，说是用来提取单号，通过单号来

提取充值卡密码。

香香心想，既然都付了 40 多元钱到支付
宝上了，也不在乎那 0.1 元了。于是按提示支
付，可多次出现超时问题，当初以为是电脑浏
览器问题，于是和淘宝上那位卖充值卡的卖
家说了，他说让他的“技术人员”加香香 QQ，
加了后，一番交谈，进入了“技术人员”所提
供的支付网站，登录网站后，在付款的前一
刻，支付金额清清楚楚写着“0.10 元”，按了
付款后，一分钟内，手机收到银行的短信，内
容说“银行支出 20581 元”。

【网友支招】
其实香香联系的两个人提供的网站都是钓

鱼网站，第一个应该是网站出现了问题没有成
功，于是又让香香联系所谓的“技术人员”，以此

再次蒙蔽香香的防范意识，发送了新的钓鱼网
站行骗。

针对此骗局，网络安全专家提醒：不要随
意打开聊天工具中发送过来的陌生网址，不要
打开陌生邮件和邮件中的附件，及时更新杀
毒软件。

对于旺旺上收到的链接，可以查看链接前
是否有打个绿色勾的标志，若没有，那么请登录
其官方网站进行核实后操作。

钓鱼伎俩三：误信伪造邮件损
失千元

上当受骗的并不总是买家，骗子的手也会
伸向卖家。2月 14日，支付宝客户满意中心接
到一位卖家的举报，该卖家与买家达成了一笔
价值992元的充值卡交易。不久该卖家收到一封
邮件，邮件以支付宝的名义提示买家已付款，等待
他的发货。当时卖家并未细查，加之对方的催促，
就直接把充值卡发了出去。回头他登录支付宝查
看交易状态，才发现买家实际上并未付款。发现
该问题后，卖家向支付宝举报了此事。

支付宝工程师通过卖家提供的邮件凭
证，证实此邮件为“伪造邮件”，不法之徒以
技术手段篡改邮件发件人信息，伪造成支付
宝系统邮件，由于 IP 归属地与买家所在地
吻合，买家存在较大嫌疑。目前该案件已经
移交公安机关。

【网友支招】
近来诈骗案件中，环环相扣的组合式骗局比

例升高，甚至有一人分饰多角的形式出现，其目的
就是利用忙中易出错的心理。在这起事件中，诈
骗者在发伪造邮件后，通过催促发货制造出一种
忙碌的气氛，使卖家放松了警惕，从而造成损失。
网友提醒，支付宝账户内的交易状态信息是用户
操作交易的唯一依据，邮件仅起到提示作用。

钓鱼伎俩四：预付款陷阱

网友秋色是一个个体商户，在郑州某服装
市场卖衣服。平时她常到广州去进货，最近听
隔壁的商家说可以到网上找批发商，而且可以
帮助代发，很方便。于是秋色在网上浏览了几
个网站后，选择了一个制作比较精美的网站。

这个网站提示需要先预付款之后才能
代发，并且根据预付款的等级享受相应优
惠。因为对方有自己的网站并且上面的图
片、工作场景都很详细，秋色就按照网站提
示注册了一个账户，并支付了预付款，想第
二天订货。

第二天，当秋色登录那个网站后，发现自己
注册的账户不能登录，网站客服反馈说网站被
黑了，让秋色等等再试。然而到了第三天，秋色
还是无法登录账户，并且网站客服也没有回应。

【网友支招】
可以先让卖家建立一笔担保交易收款，付

款后让卖家给你发货，等你收到货物后，再进行
确认收货付款给卖家。

网上验证一下网站的信用情况，或者自己
先试着打一下网站留下的电话，看能否打通，若
打不通或者一直无人接，那就需要警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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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网站上关于提醒防止网络诈骗的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