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骗
提示

公检法机关不存在所谓“安全账户”或“清查账户”，不会通
过电话、网络通知涉案人核查资金、下载APP和提现转账。

提示一

提示二

公检法机关办案会当面向涉案人出示工作证件或相关法律
文书，不会通过微信、QQ、传真、邮寄等方式发送、展示相关法律
文书和个人工作证件。

提示三

个人信息要保护好，特别是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U
盾等信息，一定不能透露给任何陌生人，也不要在不明网站留下
个人信息。

学新词

近日，有一则新闻让网友们感觉到温
暖又有趣，一位“95 后”女孩用 PPT 教老年
人学习网络新词，希望借此拉近老年人与
互联网的距离，“菜鸡互啄”“YYDS”等网络
新词，都上了老年同学们的“课本”。这些
学习网络新词的老年人们，还要面临着完
成作业，甚至参加小考，有网友幽默评论：

“真是多大年纪都逃不过作业和考试”。更
搞笑的是，“考试卷子”也同时曝光，引来了
年轻网友的围观。

而在这份“互联网等级测试”的考卷
中，有这样一个“造句题”：请用“C位”这个
词造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年轻人们争
抢的“C位”到底是啥？

C位，是2018年度的十大网络流行语，
“C”是从英文而来，就是Carry或Center，指
核心位置的意思。早期在游戏领域，Carry
位就是指能够在游戏中后期担任主力、带
领队伍的角色。随着“C位”这个词在游戏

不信你能找出谁是“C位”栏目主持人：张铂

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慢慢地也被人们延
伸使用到了生活中。比如某人在团队
中处于核心位置时，大家就称呼他是
Center位。

后来，在娱乐圈中，“C 位”一词也
被广泛使用，并因此产生过不少热搜话
题。在影视剧的海报中、舞台表演上、
明星艺人大合影时，都有“C 位”一说。
在某些艺人和粉丝眼里，站位相当重
要，“C 位”也是他们力争的位置，甚至
经常有粉丝为“C位”吵得面红耳赤。

不过，“争C位”之风可不是什么好
现象，不少实力派演员对此嗤之以鼻。
而对于演员来说，不好好磨炼演技，天
天想着站“C 位”，其实蛮讽刺的，这正
是所谓的“德不配位”。

讲完了“C位”，今天我们也要考考
老年朋友了。世纪难题来喽！左面这
张“图片”中，到底谁才是“C位”呢？

参加老学堂活动
请扫二维码

夏日雨后，闷热缓解，体感较为凉爽。于是很多人
会在雨后散步，或者跑步锻炼，享受雨后清新的空气。
事实上，夏日雨后相对湿度较大，湿邪容易入侵人体，在
锻炼后大汗淋漓，更应防止湿邪为患。

如果在锻炼后微微出汗，会产生消暑作用，但过多
出汗之后会耗津，造成心液不足。夏天暴雨之后湿度随
热气蒸发往上走，会感觉到水气弥漫，湿度加重。因此，
夏日雨后，未必是锻炼的最好时机，如果锻炼，一定要预
防湿邪之气入侵。

谣言2
夏日的雨后更适合锻炼

谣言1
伏天要喝热水 不能吃冷饮

三伏天，是自然界和人体阳气最旺的时候，也是一年中最
热的季节，中医养生的一个原则就是顺应自然，夏季该热就
热。因此，所谓伏天坚持喝热水，可以把体内多年深入骨髓的
寒气逼出来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实质上体内寒气形成有多种原因，单靠喝热水并不能解
决根本问题。喝热水这事关键在于体质。如果本身是寒性体
质，这种人在夏天都觉得需要穿件长袖才暖和，那么他在夏季
里喝热水会感觉更舒服。但如果本身是热性体质，夏季已经
动不动就一身汗了，此时非要喝热水无疑是对身体无益。

谣言3

粉碎机谣言

栏目主持人 王冠楠

最近，沈阳天气持续高温，今年的中伏从
7月 21日一直持续到 8月 9日。三伏天是出
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

又潮湿、闷热的日子，是一年容易生病
的时候。有老话说：三伏过不好，是要
留病根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

的发展，对于很多古人受
条件所限总结出的养生格
言，现在已经不那么适用
了。所以，老话虽好，但也
要与时俱进、科学地来看
待。

伏天养生伏天养生
不能以热抗热不能以热抗热

辽沈晚报记者 王冠楠

夏喝羊肉汤
不用医生开药方

关 于 夏 季 进 补 ，朋
友 圈 热 传 着 一 则 养 生
帖：《伏天一碗羊肉汤，
不 用 神 医 开 药 方》，称
伏天吃羊肉、喝羊汤可

“ 以 热 制 热 、发 汗 排
毒”。

其 实 ，夏 季 喝 羊 肉
汤 进 补 只 适 合 阳 虚 之
人，大多数人在夏季呈
阳盛状态，喝多了羊肉
汤或吃多了羊肉，反而
会 导 致 大 便 干 燥 、上
火 。 就 算 是 阳 虚 体 质
者（表 现 为 疲 倦 怕 冷 、
四 肢 冰 冷 、唇 色 苍 白 、
少 气 懒 言 等），夏 季 也
不 要 大 补 。 喜 欢 喝 汤
的人，平时可以喝点性
质平和的汤饮，如苦瓜
猪 肉 汤 、玉 米 猪 肚 汤
等。

警惕！有人冒充
“社保局工作人员”

行骗

破拆机骗局

近期，不少沈阳市民接到“社保局
工作人员”电话，对方一字不差地说出
当事人的个人身份信息，并声称当事人
骗取医保或社保资金，已涉嫌犯罪，公
安机关正在立案侦查。沈阳市公安局
反诈支队警官王峰向记者介绍了一个
最近发生的案例，并提醒中老年朋友在
接到这样的电话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增强反诈骗意识。

近日，沈阳的李女士就接到了一个
这样的电话：“您好，这里是沈阳市社
保局，您涉嫌骗取医保，请于12点前，到
沈阳市社保服务中心，接受调查！”对方
自称是沈阳市社保局工作人员，说李女
士违规领取医保，骗取了国家医疗补助
15000多元，必须马上赔付，否则将会受
到处罚。

对方要求李女士 12 点前到指定地
点处理，由于无法前往，对方称可以将
电话转接给公安机关。于是，对方的

“公安民警”就登场了。“民警”告诉李女
士需要通过视频制作笔录，让她下载了

某视频通讯 APP，并说可以给加速办
案，但是这件事需要领导处理，此时李
女士已经深信不疑。

很快，所谓的“大队长”登场后与李
女士通话。“大队长”给李女士发来一个
链接，她点进去一看，是一份“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检察院”发出的印有自己照
片的“通缉令”，她慌慌张张地按照对方
的要求，在网站输入自己的银行卡号、
密码和验证码，达到目的后，“大队长”
就挂断了电话。等李女士发现自己被
骗时，钱已经不在银行卡内了。

“我帮你把电话转接到公安机关”
“你可以拨打114，核实一下我的电话号
码”“把全部财产转移到公安机关安全
账户”……王峰警官提示说，大家接到
陌生来电，只要听到类似这样的话，就
要提高警惕，挂断电话，不要被对方“洗
脑”，公检法人员是不会通过远程程序
查案、传递逮捕令的，不要因急于证明
自身清白或挽回损失，而答应配合其所
谓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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