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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药、做饭、收拾卫生

独居老人遇麻烦邻居齐帮忙

晚报讯（记者 王萍）网页打
不开、下载速度慢、QQ频繁掉线
……家住市中区文化北里的苗先
生近日家中网速异常，于是找来
专业人士查找原因，结果发现是
被蹭网了。

在苗先生家里网络维修人员
查看是否被蹭网，经维修人员指
点，苗先生很快在电脑上找到了
防蹭网软件，不看不知道，看了之
后让他着实吓了一跳。“发现4台
未知设备，正在和您使用同一网
络，如果连接了无线路由器，可能
被蹭网！”看到防蹭网软件显示的
信息，苗先生有些不解，家里除了
电脑以外，没有任何设备通过无
线网连接网络呀。

“我设置了8位数的密码，这
些未知设备是怎么连上我的无线
路由器的呢？”苗先生说。维修人
员告诉他，连接他家网络的未知
设备多是“蹭网族”所为。在苗先
生的电脑上，“蹭网族”连接网络
的4个陌生设备都有 IP和网卡地
址，但设备的名称和型号，电脑上
并不能识别和显示。维修人员表
示，目前很多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都能下载蹭网软件，很多时候
即使无线路由器设置了密码，也
会被轻松破解。

随后，记者在手机上输入“蹭
网软件”进行搜索，并随意下载了
其中一个“WiFi 万能钥匙”的软
件进行试验。手机显示共搜索到

7个WiFi信号，并显示均为“已加
密”。记者看到，这个“WiFi万能
钥匙”软件有一项“钥匙”功能，只
要信号源后带有钥匙标志，那该
信号就是易破解的，一目了然。
当选择其中一个无线信号进行破
解时，约 10秒钟后，便显示网络
连接成功。对剩余的无线信号密
码进行破解，但多次尝试自动连
接网络后，始终没能成功。

对此，长期从事网络维修的
工作人员表示，市民家中的无线
网络密码之所以能被破解，是因
为无线网络加密方式过于简单，
达不到防护效果。“建议家中使用
无线路由器的市民在路由器安全
认证的基础上，尽量使用 WPA/
WPA2 的加密认证方式加密，这
会加大密码被破解的难度。”网络
维修人员还提醒，使用软件在公
共场合蹭网的市民，更要当心个
人信息泄露。

四台陌生设备共用一个网络

家中网速过慢原是被蹭网

晚报讯（记者 孙雪）家住市
中区东湖阳光小区的李女士的女
儿今年上一年级，眼看着第一学
期就要过去了，李女士却发现女
儿看东西的时候经常揉眼睛，黑
板也看不太清楚了。

于是李女士便带着女儿去做
了视力检测，“测试视力5.0，对大
人来说这个视力可能算好的，但
是医生告诉我，一年级的孩子视
力是 5.0 已经可以看作是近视
了。”李女士说。

一年级孩子的学习任务并不
重，写作业的时候李女士还会时
不时地监督女儿的坐姿，怎么会
近视了呢？青少年视力矫正中心
的咨询师告诉李女士，可能是和
孩子经常使用电子产品有关。

“人家一说电子产品，我就觉
得肯定是这个原因。从孩子三四
岁的时候，就开始抱着我的手机

玩。我当时觉得她玩一会儿手机
能听话一会儿，就由着她。现在
也是，晚上一做完作业，手机、平
板电脑就是她的了，能抱着玩一
晚上不停。我虽然也觉得小孩用
多了这些电子产品不好，但是真
没想到能在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就
查出来是近视。”李女士说。

对此，青少年视力矫正中心
的咨询师告诉李女士，电子产品
目前已经成为青少年近视的头号
杀手。“父母应该做的就是多陪陪
孩子，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

‘保姆’。注意孩子的用眼时长，
在孩子看书或者玩手机的时候过
一段时间就休息一下或者远眺一
下。”该咨询师说。

记者咨询了市中区某家青少
年近视矫正中心，该中心的负责
人表示，目前来咨询矫正近视的
非常多，而且呈低龄化的趋势。

他说：“有不少家长都反映，孩子
刚上学没几天，近视就找上门
了。在给孩子治疗近视的时候，
一定要先确定是真性近视，还是
假性近视，不要盲目给孩子配眼
镜。”

据介绍，假性近视是由于经
常不正确地用眼，睫状肌持续收
缩、痉挛，得不到应有的休息，晶
体也随之处于变厚的状态。但
是，眼球无器质性改变，通过适当
的休息，滴眼药水治疗，有希望恢
复正常视力，不需要配近视镜。

“发现孩子近视之后，一定要
先带孩子去正规的医院做散瞳验
光，这样才能确定孩子是不是真
性近视，从而确定是不是要给孩
子配眼镜。孩子使用电子产品过
度，这种情况假性近视的很多，一
定要查清楚。”该咨询师说。

手机平板电脑不离手

一年级小学生成了近视眼

晚报讯（记者 董艳）薛城区
通晟小区的陈老伯，是位独居老
人。在邻居们的印象里，老人不
善与人交际，平时也不见有亲戚
朋友前来探望。虽然大家和陈老
伯的交集并不多，但是只要老人
遇到麻烦，邻居们知道后都会主
动前来帮助。

平日里陈老伯习惯出门溜
达，可是有细心地邻居发现，从
14日和15日这两天，小区里就不
见了陈老伯的踪影。大家谈论起
来有些纳闷，于是派其中一位邻
居敲响了陈老伯的门。这才得
知，陈老伯这段时间身体有些不
适。

了解到陈老伯的情况后，邻
居王先生主动给陈老伯买来了
药，让陈老伯服下后，又帮忙做了
顿饭。看家里有些乱，其他邻居
也来给老人收拾卫生。好在陈老
伯的病情并不算严重，16日下午
就基本恢复正常了。

巧合的是，当天下午，陈老伯
家的电视机坏了，得知情况后，王
先生联系小区里的电视维修工给
老人修好了电视。不论是修电视

还是做饭、收拾卫生，邻居们都不
收报酬，乐意为老人服务。

不仅如此，王先生告诉记者，
自从得知老人生病后，老人楼下
的一位邻居，早晨都会买菜买饭
给老人送上来。“楼下的小伙隔三
差五地就会帮助老人买菜，几块
钱的菜饭常常就不要钱了，虽然
大家的力量有限，但只要是帮助
到了老人，我觉得都是有意义
的。”王先生说。

对于邻居们的帮助，一向不
善言辞的陈老伯也深受感动，连
连向邻居们表达谢意。“大家都很
热心，帮了我不少忙，我从心里感
谢他们，虽然我不善于表达，但是
心里感到很温暖。”陈老伯表示。

晚报讯（记者 张琛）近日，
葛先生在微信上晒出了6岁女儿
写的作文，内容真的让人哭笑不
得。没想到刚把作文晒出来，朋
友圈里就评论不断，一时间成了
朋友圈里的热门话题。

微信原文是：女儿的作文，让
我哭笑不得！作文的题目是：我
打算这样过春节。下面就是这篇
作文的内容了：“我打算在屋里玩
电脑，还吃糖，看电视，看电影，打
游戏，吃蛋糕，过新年放鞭炮，去
旅游，去爬山，坐火车，买玩具，去
广场，去北京，去天安门广场，去
万里长城，坐飞机，去台儿庄，去
日本，去美国，去英国，去澳大利
亚，去加拿大，去北冰洋，去南极

洲，去巴西，去俄罗斯，去上海，去
济南，去植树，种禾苗，去农村，去
打仗，去大洋洲，去北美洲，去南
美洲，去亚洲，去非洲，去太平洋，
去大西洋，去月球，去火星，坐火
箭去太空，去延安，去南方，去东
海，坐轮船去西海，去城堡，坐热
气球飞上天，做皇后，做大王，做
公主，当老师，当医生，当科学家，
当艺术家，当音乐家，去游乐场。”
作文到此结束，老师的评语是：你
是做梦吗？梦该醒了！

看到女儿的作文，葛先生无
语了，女儿太有才了，她大概写上
了她能想到的所有地方了。一定
要和大家分享，朋友们就当是饭
后的一乐吧。当天晚上微信发出

就评论不断，葛先生忙得都回复
不过来了。大部分都是给葛先生
的女儿点赞的，还有笑喷了的。

葛先生说：“女儿才上学前
班，以后作文还得好好教她。至
于女儿春节想去的地方，大概只
能满足一两个吧。”

作文晒到朋友圈笑喷众网友

来看看6岁小朋友的“春节梦”

晚报讯（记者 李帅）“看到
微信朋友圈里有人发出吃柚子好
处多多的信息，便开始往家里买
柚子，有时候甚至去水果批发市
场一次性买六七个回来，而其他
的水果就买的很少。看到朋友圈
里转发腌制的菜吃了对身体伤害
太大，就赶快把家里的萝卜干和
咸菜等都倒掉，不再去吃。”近日，
市民李先生抱怨道，自从父母开
始玩微信后，坚信朋友圈里转发
的各种养生信息，让人颇感无奈。

据李先生介绍，去年父母开
始使用智能手机，看到孩子们玩
微信，父母也学着玩。没想到学
会之后，最吸引父母的就是朋友
圈转发的各种养生类文章。从此
便是看到哪个有利于养生便在家

里实施。
“前几天同事送给我的萝卜

干，特别好吃。每次吃饭时都调
一小盘。有一次吃饭的时候，老
爸突然说上午刚看朋友圈转发的
萝卜干里含亚硝酸盐特别多，吃
多了对身体不好，不能再吃了。
说完就把萝卜干收了起来。等到
晚上一看，萝卜干已经被倒进垃
圾筐里了。”李先生无奈地说。前
两天李先生的母亲看到朋友圈里
有人转发吃柚子好处多多，而且
柚子皮也有诸多用处，于是每天
都买上几个柚子。

市民张女士也有过这样的
“遭遇”，“父母刚开始也特别喜欢
看这种养生类的文章，看完后也
付诸实际行动，父母这样做也是

为了家人的身体健康。所以，我
们没有拒绝，只是给他们说微信
上的不能全信，有些东西今天说
能吃，明天又说不能吃了，所以并
不一定都有科学根据，而且有时
候也可以找些新闻给父母看，现
在父母在看到这些养生类的文章
时，比以前理智多了。”张女士说。

今天能吃明天不能吃

微信养生信息让人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