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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转冷，落叶开始
增多， 在别有一番情趣的同
时，也为环卫工人增加了不少
工作量。 今年

58

岁的余大爷
是沿河路上的一名清洁工，他
告诉记者，一到落叶的季节他
们都要忙一些，以前一天只需
扫两次马路，现在每天都要扫
上三四次。 “虽然天气已经很
冷了， 但我一整天都忙着扫
地，还感觉到热。”他边扫地边
对记者说。图为余大爷正往车
上装刚刚清扫的落叶。

见习记者李秋艳吴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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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记者在河农贸市场门前发
现，河岸边的花坛里散落着垃圾和破旧
衣物，破坏了美丽的河风光，影响了城
市形象，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将其清
理，还市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

见习记者李秋艳吴楠摄

别让“帮手”成“祸首”

用手机定位软件 需警惕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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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刘
方）眼下，智能手机成为市民不
可缺少的生活工具，基于手机用
户当前位置而设计的软件也渐
渐多了起来。用户可以轻而易举
地获取周边的地图、资讯，还可
以将这些与自己的网上好友分
享。 殊不知，这些软件在提供便
利的同时，也存在着风险。

据市内一家手机卖场销售
人员介绍，目前他们为智能手机
用户免费下载定位系统的软件
主要分为三类

:

第一类是生活服
务类，如地图服务、周边美食资
讯等； 第二类是休闲娱乐类，微
博的“签到”功能就是这一类的
典型代表； 第三类则是社交类，

例如微信等即时通信软件。

手机定位系统软件为大家
提供了交流沟通、资源共享的平
台，但近期网络上关于不法分子
利用手机定位系统软件犯罪的
新闻也屡见不鲜， 究其原因，大
部分都是软件用户缺乏自我防
范意识，尤其是在用社交类定位
软件如微信、陌陌时，过多暴露
了个人信息。 昨日，记者来到
信阳师范学院采访了十几位
大学生，他们都表示使用过或
者正在使用微信等软件，都看到
过利用手机定位系统软件犯罪
的新闻，一部分同学抱着侥幸心
理认为这种事件不会发生在自
己身上，另一部分同学认为值得
重视。

另外，很多手机用户微博上

“网络签到”行为，也是一个不容
小觑的安全隐患。 所谓“网络签
到”， 就是用户在发布文字和图
片之后，加一个标签，通过智能
手机的定位功能， 将自己的大
致位置也跟在微博的后面发
布出来，然后微博上会显示“我
在……” 接着后面是一个链接，

点开的话就是一张卫星地图，可
以清楚地看到发布微博的人的
大致方位。 市民杨小姐告诉记
者，每天在微博上“签到”已经成
了她的习惯。 “一般是吃了美食
或者看到了好玩的东西，配上图
片文字发布出来，加一个标签也
是增加一份乐趣，但是我从没有
考虑过这样的位置标签会不会
暴露自己的行踪，有没有安全隐

患。 ”杨小姐说。

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些手机
定位系统软件的时候应该如何
保护个人信息，不给不法分子可
乘之机呢？通过询问专业的通信
行业技术人员记者了解到，由于
社交类定位软件都没有采用实
名制， 不法分子可以使用化名，

一旦注销后，很难追查，所以用
户在使用此类软件时要提高警
惕， 特别是在一些公共场合，最
好关掉这些功能， 或者将系统
设置为“加好友需验证”，以
免遇到骚扰， 对通过这些软
件搭讪的陌生人要保持谨慎；不
要在微博上透露个人信息，家庭
信息，更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
见面邀请。

绿皮车上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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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632

是从信阳始发到商丘的绿皮车，短
途，没有空调，硬座，见车必让，跟同区间的火
车相比价钱是最便宜的。 近日，

K632

的
4

车
厢挤满了人，大家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座位。人
群中夹杂着一对母女， 母亲看上去

50

多岁，

女儿不到
30

岁，背上还背着一个孩子。

车在郑州站停了
20

分钟后，就往商丘方
向开去。这时，坐在母亲旁边的一名年轻女子
看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大娘， 我看看你的
票。”看过票后她说，“你坐错车了！”母亲一脸
茫然，“你这是从郑州到成都去的票， 这个车
是郑州开往商丘的。 ”四周的人都循声望去，

坐在对面的一位带孩子的年轻妈妈看过票后
告诉她确实是坐错车了。

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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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厢里，大家都在讨论着这对母
女该怎么办。 坐在旁边的年轻女子拦住路过
的列车员，向他说明情况。列车员皱了一下眉
头，说了一句“只能到下一站下车”就走了。听
到这话，母亲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年轻女
子一直安慰老人家：“找列车长， 他们一定会
给你解决问题的。 ”无奈之下，母亲跑去找列
车长。不知所措的女儿坐了过来，一直在抹眼
泪。 她说：“我们都不认字，不知道哪个车，他
们说是这个，我们就上车了。一会儿他们来了
你帮我讲。 ”坐在旁边的女子连声答应，车厢
里的人也都在安慰她。

一会儿满眼泪水的母亲回来了， 说是列
车长帮他们安排，叫他们过去，母女俩收拾东
西准备走，连声说着“谢谢，谢谢”。 大伙嘱咐
他们拿好东西， 再上车时一定让别人帮着看
看票，于是母女俩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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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厢。母女二人走
后，车厢内大家还在讨论，大家都希望这对母
女能够平安回到家中。

“去药店买药，一定要蹲下”

便宜药都摆放在货架最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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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马依
钒王洋）“去药店买药， 一定要
蹲下！ ”近日，这句话蹿红网络，

我市不少去过药店的市民都有
同感：药店的便宜药品都放在最
下面，放在醒目位置的都是些高
利润药品。药店工作人员主动向
消费者推荐的药品，并不一定是
价格实惠、 最合适病情需要的，

却可能是最贵的、利润空间最大
的药品。 对此，药店工作人员则
说“这是公开的秘密”。

“这几天温差太大，我感冒
了。 到药店去买药时，工作人员
一听说我想买感冒药，就顺手从
货架上拿出两盒药品，说这两种
搭配着使用，效果好。一看价格，

两盒药要
29

元钱。”家住东方红
大道的简静对记者说，“后来我
让工作人员给推荐些便宜药，她
就直接不理我了。 ”像她这样的
情况很多市民都遇到过。市民小
杨每次去药店买药的时候，都是
直接从货架最下面挑选自己需

要的。“我很少听从店员的推荐，

因为他们推荐的药实在是太贵
了！ ”小杨说道。

昨日上午，记者在我市几家
药店内均发现同一个特点：摆放
在货架醒目位置的药品价格相
对较高，以普通感冒类、消炎类
的药品为例，这些动辄就是十几
元、二十几元。 而摆放在货架下
面的则都是便宜药，一些几角钱
一板的药更是放在角落里，甚至
连标签都没有贴出，顾客如果不

向店员询问的话，是很难找到这
些药品的。

那么药店药品究竟是如何
摆放的呢？解放路一家药店的老
板说：“一般都是把知名品牌的
药品、 常用药摆放在醒目位置，

并不是按价格高低来摆放的。 ”

不过，在药店工作多年的张女士
说，药品摆放有一个“公开的秘
密”， 就是把高价药摆放在醒
目位置， 便宜药摆放在不显
眼的地方。 据她透露，不少摆
放在醒目位置的药品是药店
利润的主要来源， 并且这些
高利润药品的销量是和店员的
工资收入直接挂钩的。 因此，很
多药店店员都会使用一些招数
来诱导消费者。

见习记者李贝贝

落叶飘零
环卫工人清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