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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图书馆2021年“借阅冠军”产生

她叫朱赋珉 借书2962册
本报通讯员 郑梦秋 本报记者 苏少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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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
泸酒老窖、西凤、汾酒、董酒、洋河大曲、古井
贡酒、药酒、虫草等、银元老物件。
（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电话：13785724205

高价收购各种老酒，老钱币
邮票 银元 名烟 黄金 礼品

持证读者达 97413人，去年
借阅量高达 248742 册……日
前，沧州图书馆为深入研究了解
我市全民阅读情况，以 2021 年
图书外借数据为基础，通过数据
抽取、信息处理和综合分析，形
成了2021年度阅读报告。

据悉，这份报告就读者的阅
读概况、人群特征和阅读偏好等
进行了分析，客观反映了沧州图
书馆的借阅情况，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去年市民的阅读情况。

全年借阅量
高达248742册

昨天，记者拿到了沧州图书
馆这份沉甸甸的 2021年度阅读
报告。市民一年看了多少书？不
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据统计，沧州图书馆的持证
读者已达 97413人。2021年，沧
州 图 书 馆 的 借 阅 总 量 高 达
248742 册。也就是说，如果把
2021 年读者借阅的图书叠起
来，按照每 100页厚度折合 0.75
厘米计算，248742 册书就相当
于98个沧州图书馆的高度。

沧州图书馆副馆长张广越
告诉记者，与 2020 年沧州图书
馆 借 阅 总 量 152185 册 相 比 ，
2021年沧州市民的借阅量有了

明显提高。

文学类书籍
借阅量占半壁江山

市民最爱看什么书？从这份
阅读报告可以看出，文学类书籍
的借阅量占 41.5%，独占半壁江
山。而艺术类书籍则以18.7%的借
阅量，位列第二。其中，上海文艺

出版社出版的英国作家劳伦斯所
著的《无人爱我》是最受读者喜欢
的文学类图书，借阅次数为91次。

2021 年，借阅量排名前十
位的文学类图书为：《无人爱我》

《葡萄牙的高山》《见到了贝加尔
湖：陈应松散文随笔集》《白马少
年 衣襟带花》《踏歌壮乡行：与
广西共奋进见证新发展》《打火
机与公主裙》《陶庵梦忆评注》

《项狄传》《守住：活出最好的自
己》《风起时想你》。

张广越说：“总的来说，市民
阅读需求变大了，阅读质量变高
了。市民不但对经典类文学作品
的阅读量很大，而且对新兴的书
籍接受度也很高。”

借书最多的人
名叫朱赋珉

最爱读书的人是谁？这份

阅 读 报 告 显 示 ，市 民 朱 赋 珉
一 年 借 书 2962 册 ，在 众 多 爱
书 之 人 中 脱 颖 而 出 拿 到“ 冠
军”。

“阅读是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习惯。平时在家时，我们很少看
电脑、玩手机，坚持每天看书，对
文学类的书籍比较感兴趣。”朱
赋珉说，她几乎每周都到沧州图
书馆借书。

朱赋珉说，自己 27岁，大学
时学的是会计专业，现在在我市
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她上大学时
看电子书比较多，上班后开始从
沧州图书馆借书，如今觉得看纸
质书比看电子版的更有感觉。有
时歇班，她能在家看一整天的
书。

据悉，去年，沧州图书馆通
过摆放经典图书推荐展示架、定
期推送微信公众号、更新官网动
态信息等，进行了多方式多渠道
的宣传；在借阅区设立展览区，
对图书进行展示，提高了读者的
阅读兴趣；增加读者卡的可借阅
数量，满足了读者逐渐提升的读
书需求。

张广越表示，希望更多的人
爱上阅读。同时，沧州图书馆将
增添更多畅销期刊、书籍，提供
智能化阅读检索服务，以满足市
民的阅读需求。

“每天点几下手机，轻轻松
松刷单，躺着也能赚钱”“您的快
递丢了，请提供身份证号、银行
卡号等，我们为您理赔”……面
对骗子层出不穷的套路，您一定
要擦亮眼睛。

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去
年 ，我 市 电 信 诈 骗 案 件 立 案
3046 起，占比最高的是贷款诈
骗、刷单诈骗、购物诈骗和冒充
客服人员诈骗。

套路一：

先交“认证金”
才能网贷提现

1个月前，手头紧张的渤海
新区高女士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对方自称是一家贷款公司的客
服人员，如果高女士需要贷款，
可随时联系他，并留下了联系方
式。

高女士通过聊天软件找到
该“客服人员”后，对方让她下载
一款手机软件申请网贷。高女士
在系统中提交个人信息及银行
卡号后，该系统显示：贷款审核
成功，高女士的网贷账户中多了
1万元。

高女士申请提现，但系统显
示：银行卡号输入错误，账户被
冻结，无法提现。“客服人员”表
示，高女士要先交 5000元“认证
金”才能解冻账户。高女士便向
对方提供的银行账号转款 5000

元，但系统仍然显示：不能提现。
这时，“客服人员”又告诉高女
士，她再交 1.5万元“认证金”就
能提现。

高女士发觉上当，赶紧报警
求助。

套路二：

先给“小馅饼”
再设“大陷阱”

近日，家住运河区的齐女士
遇上了烦心事儿。她本想刷单挣
点外快，没想到搭进去6万元。

之前，齐女士被他人拉进一
个刷单QQ群，里面总有人“晒”
刷单返利截图。她联系上了一名

“领队”，支付了 100元购买指定
商品，很快就收到了 100元本金
和4元返利。

将信将疑的齐女士又进行
了几笔交易，都快速收到了本金
和返利。齐女士觉得几元、十几
元的返利不够“解渴”，“领队”告
诉她，想挣大钱就要“刷大单”。

齐女士拿出积蓄，购买了 6
万元的商品。但这次，她迟迟没
有收到本金和返利。齐女士想咨
询“领队”，但再也联系不上对方

了。得知自己掉进陷阱，齐女士
赶紧拨打了110。
套路三：

平台交易转私下交易
收了钱就跑路

日前，家住沧州开发区的
杨先生想买一部二手手机。他
通过一个二手物品交易平台联
系了一个“商家”。详细了解手
机的情况后，杨先生通过该交
易平台向“商家”支付了 4000
元。对方却退了款，让杨先生加
上他的微信号后转账。对方声
称，这样交易成功后会给杨先
生一些好处。

杨先生加上“商家”的微信
号后，提供了自己的姓名、电话、
地址等信息，对方发来一张快递
照片，表示手机已发出。杨先生
通过微信给“商家”转账 4000
元。

杨先生等不到快递，想询问
“商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
黑。意识到被骗的杨先生报了
警。

套路四：

以理赔为借口
骗取密码验证码

3个月前的一天，黄骅的赵
女士慌慌张张地拨打了 110。原

来，她掉进了“快递丢失理赔骗
局”。当天下午，赵女士接到一通
电话，对方自称快递售后人员。
对方表示，赵女士网购的物品在
运输中意外丢失，要为赵女士办
理赔款。

这名“售后人员”连连道歉，
赵女士没多想，便加上了对方的
QQ，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进行
信息登记、理赔申请。按照系统
提示，赵女士填写了自己的银行
卡号、密码和验证码。

原本等待退款到账的赵女
士，却收到一则转账信息：自己
银行卡内的近 5000元都被转走
了。

提醒：

“电信诈骗识别公式”
应该牢记

据悉，去年，我市电信诈骗
案件立案 3046 起，公安机关抓
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570名，
并持续深入到高校、社区、企业
等进行反诈宣传。

民警表示，电信诈骗的套路
多种多样，群众应牢记“电信诈
骗识别公式”，即“不能准确确认
其身份的人+用电话、短信、网络
等沟通工具+要求转账或提供银
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电信
诈骗”。群众发现被骗要第一时
间报警。

贷款诈骗、刷单诈骗、购物诈骗和冒充客服人员诈骗……去年全市电信诈骗立案3046起

电信诈骗的套路
本报记者 代苗苗

市民在沧州图书馆借书市民在沧州图书馆借书。。

骗子得手后骗子得手后，，将被骗者的微信号拉黑将被骗者的微信号拉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