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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红牌楼怎么变成灰色的了？”
“难道是我眼花了，红牌楼变色了？”日前，有
开车路过成都二环路西一段的市民发帖
称，以前二环高架上的红牌楼牌坊似乎变
了颜色，从红色变成了灰白色。一时间，“红
牌楼怎么变成灰牌楼”的话题引发热议。

位于二环高架桥上的红牌楼牌坊，
因其标志性的红色建筑，成为附近的地
标。4月21日，为一探究竟，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来到网友所说的公交站台
位置看到，此处牌坊仍然保留着鲜明的红
色，并没有变成灰色。周围商家介绍，前
段时间他们确实看到牌坊看起来“灰蒙
蒙”的，这两天又重新变成了红色，还好
奇是不是在重新刷漆或者维护之类的？

对此，红牌楼街道办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此处公交站台的运维工作并非街
道办负责，但网友所说的牌坊变色一事，
有可能是光线原因导致视觉偏差，或者
说近期有部门在对牌坊进行维护，具体
细节并不清楚。

网友晒图：
醒目的红色牌坊变成了灰色

据《华阳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蜀
王建造了一座牌坊，由于北方人习惯将

“坊”称为“牌楼”，这座牌坊就是被后人
称为“红牌楼”的地方。如今，路过二环
路西一段附近的人，只要一看到这座红

色牌坊，就知道自己到了“红牌楼”。
从今年4月初开始，有市民发现，红

色牌坊与旁边二环高架桥上的红色底漆
一对比，好像突然变成了灰色。不少网
友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们在社交平台上
发帖，并从不同角度拍摄了红色牌坊的
照片，希望能够得到解答。

市民周先生告诉记者，4月19日，他
路过红牌楼地铁站附近，抬头突然发现，
以前醒目的红色牌坊变成了灰色，“我也
不清楚为什么，就发个帖玩玩。帖子下
面有人回复说，好像是要重新刷，只是上
了个底漆而已。”

从网友的照片中，记者看到，不管是
正面还是侧面，红色牌坊均呈现出灰色状
态。也有从二环高架上经过的市民拍摄

了近景，牌坊颜色确实和周围有所区别。

街办回应：
或因光线原因导致视觉偏差

4月21日，记者来到市民所说的红色
牌坊位置。出红牌楼地铁站，远远就能
看到醒目的红色牌楼。

正在此处施工的地铁项目工人称，他
们前几天确实看到红色牌坊的颜色有变
化，但这两天又突然从灰白色变成了红
色，“前段时间我们看到是有点灰白色的，
可能是在刷底漆。”而附近一家卤菜店老
板也告诉记者，4月初确有店员发现红色
牌坊变成灰色，他们还以为是要整改。

随后，记者来到红牌楼街道办。就
此处红色建筑颜色变化一事，相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注意到网友所
反映的情况，“那个建筑一直都是红色
的，我们最近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并没有
发现变色的情况。”

这名工作人员称，此处建筑并非街
道办负责维护，建议记者找其他部门了
解情况。同时他推测，有时候因为阳光
直射或反射，或者角度不同等原因，网友
们看到红色建筑物会有“掉色”或者“变
色”的可能，但具体的说法还需要等权威
部门回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实
习生 姚媛媛摄影报道

4月21日，记者实地查看，红牌楼的颜色仍然是红色。

网友发帖称红牌楼变成“灰牌楼”。

“我想在网上做兼职补贴一点家用，
没想到骗子把我辛辛苦苦存的3万元钱
都给骗走了……”近日，石女士向成都市
龙泉驿区北干道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在
网上兼职被骗。

石女士告诉民警，自己在家休息时，
发现有人在自己微信视频号留言“配音兼
职，无门槛，无套路”。抱着好奇的心态，
石女士加了对方为好友，短暂交流后，对
方给石女士分享了一个APP链接。

“真的不需要交钱吗？直接开始就
行？”“对，我们是没有门槛的，并且还有老

师指导呢。”在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石
女士下载了该软件，并完成了账号注册。

注册完毕后，一位自称“指导老师”
的人添加石女士为好友，并将她拉入一
个任务群。群内，一位名叫“阿莉”的成
员不断展示自己的佣金截图，这让石女
士有些心动。

出乎意料的是，“阿莉”主动联系了
石女士，热情地告诉她自己是如何赚钱
的。于是，石女士赶紧联系自己的“指导
老师”，请求派发配音任务。

“指导老师”此时告诉石女士，她现

在的等级太低，只能先帮别人的配音“刷
礼物”，做一些充值返现的任务，提高“声
望值”后，获得平台提供的录音设备，才
能自行配音赚钱。

一方面需要支付费用进行刷单，另
一方面新结识的好友“阿莉”仍在不断向
她保证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经过
再三考虑，石女士决定充值第一笔钱。

充值成功后，平台立即向她的账户
返还了双倍佣金。当石女士准备进行下
一个任务时，系统显示需要充值4万元才
能继续“高级任务”。

石女士觉得费用过高，决定见好就
收，并尝试提现。然而，系统提示任务已
经开始，必须完成所有充值才能提现。
这时，石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落入骗子精
心设计的圈套。

警方提示，对于“轻松月入过万”“超
高佣金”等宣传要保持清醒头脑，凡是要
求先交钱（如“押金”“保证金”）再工作的都
是骗局，应立即拒绝。避免向陌生人透露
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敏感信息，不点击
陌生链接，不通过非官方渠道下载APP。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4月，成都西郊的大邑龙窝子景色宜

人，溪流潺潺，鸟鸣阵阵，吸引不少徒步

爱好者前往，但意外也随之而来。4月20

日，成都市民吴女士发帖称，他们一行6

人前往龙窝子大环线徒步游玩时，行至

最后3公里时迷了路，陷入险境。好在

他们最终找到大路，并果断向村民求

助，得以安全返程。对此经历心有余悸

的她，特地发了一个网帖，用自己的切身

经历给徒步爱好者们提个醒，“徒步旅行

并非有腿就行”。

兴冲冲进山，爬着爬着就哭了

4月19日，周六。中午12时左右，吴
女士与好友及家人一行6人前往龙窝子
大环线徒步游玩，他们选择沿顺时针方
向出发。

然而，刚出发不久，一行人就面临了
不小的挑战。吴女士描述：“我们带着小
孩，明显低估了这条15公里大环线的难
度，前行4公里需要急速爬升至海拔
1600米，垂直上升超过800米。同行的

两个8岁男宝虽已有10次登山徒步经验，
但这次行程是他们经历过最长、强度最
大的一次。”加之当日天气炎热，起始1公
里的石梯又陡又晒，一行人体力消耗巨

大，“孩子爬着爬着就哭了。”
4月底，龙窝子正值耍水和掰竹笋的

好时候。“一路上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每走一两百米看到水就停下来玩耍，这
大大耽搁了行程。”吴女士说，原本计划6
小时走完全程，实际情况却远超预期。

“孩子们多次想要折返。在开化寺小溪
边分路时，本可以选择前往开化寺大马
路乘车返回，但我当时想着随时能转到
大路叫车下山，便毅然走进深山，结果几
乎进入了无人区。”吴女士回忆，龙窝子
大环线后半程路况复杂，最后8公里几乎
都在深山半山腰蜿蜒，道路狭窄，左手边
就是危崖。

当事人：户外旅行不是“有腿就行”

临近天黑，大家心里更担心了，于是
开始加速狂奔，试图赶在天黑前出山。
然而，当行至牟家岗附近时，他们迷失了
方向。

“晚上8点过后天完全黑了，周围植
物茂密，难以看清道路。手机地图提示
又存在延迟，走错路也不知道，天黑心

慌，娃娃又哭又闹。”吴女士说，一行人只
能在密林中摸索前行，“当时就感觉不对
劲，本应下山，却又在爬坡直线上升。”

爬上去之后，幸运的是他们发现了
一条公路，于是去找人求助，10来分钟后
找到了农户。“但是娃娃吓哭了，后怕。”
吴女士说，最终在村民的帮助下，他们一
行6人乘坐私家车回到安全区域。

吴女士表示，龙窝子大环线景色优
美，非常值得一游，但务必尽早出发，走
逆时针路线。“一早穿越8公里深山密林，
徒步体验肯定很棒。攻略一定做好，量
力而行。”她还特别提醒，准备工作要周
全，做好应急预案，要携带大功率充电
宝、补充能量的巧克力，吃饱后再上山，
最好准备一个强光矿灯备用，“看得见就
不慌”。

“我发这个笔记也是希望更多人看
到，现在带娃娃出来的家庭很多，大家都
觉得‘有腿就行’。不是这样的，一定要
敬畏大自然！”吴女士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杨
涛 实习生姚媛媛 图据吴女士的网帖

网友发帖：红牌楼为何变成了“灰牌楼”？
当地街办回应：可能是光线原因导致视觉偏差

配音兼职主动找上门？一女子被骗3万元

6人徒步成都大邑龙窝子迷路遇险
当事人提醒：户外徒步不是“有腿就行”

吴女士一行人迷路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