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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热线：

１２３４５

纪检举报：

６２０８０３２ ６２２４９００

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电话：

１２３８０

行政审批服务热线：

1６０１０８８

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
话：

12313

劳动监察投诉：

６２３５１１０

社会救助电话：

６５５２０４１

法律援助咨询电话：

12348

信阳市青少年心理
及维权服务热线

12355

住房公积金热线：

６3６83０0

市行政执法热线：

６３８１２３４

国税稽查举报：

６２０７６４８

地税稽查举报：

１６０２３６６

安全生产举报：

6365800

消协投诉：

６３３４３１５

供电抢修：

９５５９８

自来水抢修：

６２２２２５１

物价投诉：

１２３５８

火车站问询：

６２２４１１４

汽车站问询：

６２２７５７５

民航航班问询：

６２０５６５６

法律咨询：

６２５３１４８

公用电话投诉：

６２３５１０２

有线电视维修：

６２２４２２７

旅游咨询电话：

6366825

旅游投诉电话：

6366983

报警：

１１０

交通肇事：

１２２

火警：

１１９

天气：

１２１２１

急救：

１２０

灭四害：

6259868

环保受理热线：

12369

燃气服务
:6222536

信阳区号：

０３７６

便民电话

临近年关 窃贼活动猖獗

如何防盗 民警为您支招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刘方）每
到年底， 往往都是盗窃活动比较活
跃的时期，商场、娱乐场所、闹市
街头，特别是一些防盗设施落后
的老旧小区，都是窃贼作案的高
发区。 记者从我市公安部门了解
到，近期，盗窃案件几乎占全部违法
犯罪案件的

80％

，“两抢一盗” 成为
我市公安部门重点打击的违法行
为。

市河区老城派出所付金钟警
官告诉记者，该辖区在打击“两抢
一盗”专项行动中，通过加强串并侦
查、寻线追踪，在发案较多的区域、

路段、 时段进行便衣巡查和伏击守
候，一旦发生案件，立即开展围追堵
截抓现行，全力侦破系列案件、流窜
案件和现行案件， 严防多发性侵财
案件引起命案发生。同时，加强民警
在社区的宣传工作， 通过小黑板等

形式向市民讲解防盗知识， 提醒小
区安保人员加大夜间巡查力度。

付金钟告诉记者， 市民只有加
强防范意识， 在生活细节上处处留
心，才能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在
此，付金钟警官就如何防盗，为市民
支了几招：

入室盗窃案件
从细节预防做冷静处理

首先， 市民家里不要存放大量
现金，贵重物品妥善保管，不要放在
窗边、门边等小偷易得手的地方。其
次，在一些老旧小区或郊区，居民可
以在家养狗防盗或装监控设施，夜
晚睡觉前还可以在门边、 窗边放置
一些盆、玻璃瓶、铁桶等一触碰就容
易发出声响的物品。 平时与邻里保
持良好的关系， 有什么动静可以相

互照应相互联系。第三，夜晚门窗要
关好，尤其是厨房、卫生间、阳台的
窗子， 因为从以往侦破的盗窃案件
看， 很多窃贼是沿着这些地方外面
的各种管道攀爬到住户家去的。 第
四，盗贼一般选择晚上行窃，居民晚
上外出可以留盏灯， 大多盗贼看到
有灯亮着便会选择离去， 通常不会
与屋主发生冲突。 如果要长时间外
出，信箱里的报纸可以托人取走，不
要让人感觉到屋里长时间没人。 第
五，市民如果发现家中被偷，最好先
不要到处翻找什么东西被偷， 而是
要保持犯罪现场原貌， 然后拨打
110

。 第六，一到年关不少小偷也盯
上了各家各户晒在阳台上的腊肉、

香肠，市民最好放得隐蔽些，不要让
这些年货成为小偷登堂入室的诱
饵。

付警官尤其强调， 遇到窃贼市

民一定要沉着冷静、机智对待，切不
可以暴制暴， 酿成大祸。 他告诉记
者， 前年某小区一小偷趁一户居民
熟睡之际进入其家中行窃， 在偷窃
的过程中被发现， 该居民情绪激
动随手拿起一把锤子企图制伏
小偷，结果不仅没有伤到小偷反
而被恼羞成怒的小偷残忍杀害。

“如果窃贼只是行窃，没有对居民人
身安全产生威胁的， 殴打甚至杀死
小偷的行为属于故意伤害， 要负刑
事责任。正确做法是迅速离开现场，

保证自身人身安全， 然后迅速将房
门反锁，拨打

110

，等候公安机关处
理。 ”

公共场合不显山露水

市民的身份证跟银行卡尽量不
要放在一起， 钱包最好放在衣服里

面的口袋，因为冬天衣服穿的厚，如
果被小偷接触到也不容易察觉。 其
次，在商场、超市、

KTV

、公交车上、

火车上等公共场合， 背包尽量背在
胸前， 贵重物品要保持视线范围之
内。同时，不要在人多的时候翻找或
者谈论随身携带的现金或贵重物
品，以免被小偷盯上。 第三，手机上
尽量不要装饰手机链，接打电话、听
歌最好不用耳机，如果必须使用，手
机也不要放在衣服外侧口袋或包
里。另外，私家车主也要多留意自己
的爱车了， 近期不少窃贼在后半夜
通过砸车窗玻璃来盗窃车内物品，

因此车主所在小区的安保系统夜晚
要加强保安巡逻的密度， 完善监控
设施。如果小区没有停车位，车主最
好将车停在有人看管有监控的正规
停车场， 车内也不要放现金及贵重
物品。

信阳火车站是宣传信阳的重要窗
口，然而，

1

月
11

日中午
12

时，记者在
该站行包房门前看到，树林旁的垃圾池
内外堆放着很多垃圾， 而且正在焚烧。

被焚烧的垃圾还在冒烟（如图），散发出
刺鼻的气味，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城市形
象，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此事进行处
理，消除不良影响。

本报记者张勇 摄

数九寒天温度低 天气虽冷人心热

市民政局救助倡议短信引发市民热心支持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马依钒王洋）眼

下， 正值数九寒冬， 对于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来
说，这段时间也是他们一年中最难挨的时光。

近日， 很多市民陆续收到了市民政局
发出的这样一条短信： 亲爱的市民和农民
工兄弟姐妹：天气渐冷，请注意加衣御寒保
暖！ 同时请求你留意一下周围有没有衣食
无着、需要救助的人，如有请立即拨打信阳
市救助站电话

6552041

。也许您一个电话就
能挽救一个生命、保住一个家庭的完整。 人

间自有真情在，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据了解，自今年
1

月
7

日起，市民政局
已经向河区、平桥区的

48

万名移动手机
用户发送了这条短信。 很多市民收到短信
后，在深受感动之余，也积极支持市救助站
的工作。 居住在平桥区的市民王先生一家
三口都收到了这条短信，“民政局的这条信
息发出的正是时候啊！ 及时给很多市民提
了个醒。 ”他感慨道，“今年的冬天这么冷，

很多人光顾着给自己添衣加帽， 却忽视了

那些衣食无着、 在寒夜中忍饥受冻的流浪
乞讨人员了。 ”自从收到短信后，王先生每
天外出的时候， 都会留意一下身边是否还
有受冻忍饥的流浪人员。

众人拾柴火焰高。 市民们的热心让流
浪乞讨人员的这个冬天温暖了不少。 据市
救助站救助管理科科长龚志强介绍， 自从
短信陆续发出以后， 救助站每天都会接到
一二十个市民来电， 这对今冬救助活动的
开展十分有利。

屡次盗卖电线小伙被判八个月
买方被处罚金

1000

元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李秋艳通讯员孔晶

晶）一小伙儿因为手头没钱花，竟然打起了未交
付使用住宅楼内已经埋置好的电线的歪主意，

将电线抽出后剥成铜丝变卖给回收废品站，结
果买卖双方均受到法律的惩罚。

1

月
9

日， 罗山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方浩
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
币

1000

元，被告人夏志（文中人名均系化名）犯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管制两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1000

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2

年
5

月
~7

月， 被告
人方浩先后

4

次到罗山县城关镇“香江花园”小
区， 采取攀爬入室的方式， 到未交付使用的

9

号、

10

号等住宅楼内， 将多个房间内已埋置好
的电线抽出，剥出电线中的铜丝，变卖给回收废
品站。 其中有

3

次将剥离出的铜丝卖给收废品的被
告人夏志。

2012

年
8

月
1

日，方浩再次到“香江花园”

小区住宅楼内盗窃时，被小区保安当场抓获，并
从其身上搜出尖嘴钳、螺丝刀等作案工具。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方浩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
盗窃罪； 被告人夏志明知方浩向其出售的铜线
是犯罪所得，仍予以收购，其行为已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方浩、夏志到案后均能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本报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和
12

月
21

日在
A4

版先后
报道了《八一路大修后尚无交
通标示线》、《八一路有望近期
标上交通标示线》两篇文章，该
文刊发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
视。近日，市交警支队交通设施
科迅速组织安排人员对八一路
进行划线， 图为崭新的道路交
通标示线让市民出行更加便利
通畅。

见习记者周亚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