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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方志

场景二
地点：胜利路步行街
主角：学生模样的“小清新”

行为目的：求
4

元坐车
在繁忙的胜利路步行街上， 一位

留着黄色短发、背着旅行包的学生模样
的人正坐在地上，脚前的地上写着一行粉
笔字：求

4

元坐车（贵阳）。由于低着头，过
往市民分不出这个人的性别， 但是大
家都明白，这位学生模样的“小清新”

是在乞讨，而乞讨的理由则是，身上没
路费了，求好心人给点路费回家。

路人反应
也许是因为这类乞讨者太多，路

过的市民并没有太在意这位“小清
新”， 更没有人停下来对其进行施舍。

“什么求路费啊，都是骗人的。 刚开始
出现的时候，因为不明白怎么回事，有
很多人给钱，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种
行为完全是利用我们的同情心骗钱。”

市民陈先生如是说。

网友评价
天中翔子：我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给了
5

元钱，后来看半天，乞讨者还是原
地不动。不是要

4

元钱回家吗？我都多给
了，为什么还不回家？ 气死我了！

武局探伤工：他亵渎了你的爱心，

他应该不是那种确实缺钱的， 而是变
相乞讨。

向上的吊兰： 他们玷污了乞丐的
名声！ 真正的乞丐行乞应该是直截了
当，不遮掩，不伪装，他们这是以乞丐
之名行诈骗之实！ 鄙视！

“求十几元钱买饭吃”、“求4元坐车”———

遇到这样的乞讨者，你会施舍吗？

场景一
地点：天润广场
主角：一身专业装备的“驴友”

行为目的：求十几元钱买饭吃
在人来人往的天润广场旁，一位

“驴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只见他戴
着骑行头盔，架着一副墨镜，身穿旅
行衫，戴着半指骑行手套，脚穿骑行
鞋，在路边席地而坐，身上还背着一
个看起来很沉重的大旅行包，身后
放着一辆全新的赛车。 此外，这位
“驴友”脖子上还挂着一台长焦相
机，俨然一副“高富帅”的模样。 但
是，吸引广大市民驻足围观的并不是
这些装备，而是摊在这位“驴友”面前
的一张纸，纸上写着这些字：骑行千
里困难，太饿了，求助十几元钱买东
西吃和路上备用。

围观者反应
“是骑车旅行的， 走到咱信阳可

能没钱了，现在要钱吃饭。 ”“临走时，

身上怎么不带银行卡？看来准备工作

做得不充分啊。 ”看见“高富帅”“驴
友”当街乞讨，围观的市民纷纷议论
起来。 随后，有人开始凑上去对“驴
友”进行询问，可是“驴友”却闭口不
答。不久后，有人献出了自己的爱心，

纷纷递给“驴友”

5

元、

10

元面值的人
民币。

得到钱后，这位“驴友”向好心人
轻声道谢，之后，继续静坐等待施舍。

看到这里，有人开始起了疑心。 “有钱
怎么还不去吃饭呀？ ”人群中，有人这
样问。 但是，“驴友”依然默不作声。

“我当时给了
10

元钱，因为是第
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后来又在市区其
他地方见到过他一次，那时候就明白
是被骗了，他这是利用我们的同情心
骗钱。 ”市民徐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以后，我再也不会上当了。 ”

网友反响
“驴友”当街乞讨不久，有人将乞

讨画面上传到网上与网友分享，谁知
却引起了我市网友的极大反响，纷纷
对“驴友”的身份以及行为提出了质
疑。

孤毒轨迹：骗子，前段还看见他
和一小妞从天润对面的某宾馆出
来……

别对我说爱
G

：我
2

月份就见到
他了，没想到他现在还在那！ 郁闷。

WY332413173

： 在东关菜场见
过，目测又一行骗高招啊！

夜里欢
x

： 这个人在信阳要了半
个月了，“驴友”最多两三天就走。

白蓝舟：真正骑行的不可能老把
包背身上，腰会受不了。 给钱的都是
心肠好却不懂旅行的人，这个人的自
行车是渣渣， 根本经不起长途跋涉，

就是个道具。 旅行装备太新，不像经
过长途跋涉的人。

离岸蔷薇： 大城市很多这样的，

智商比较高，脸皮比较厚。

PL3

：是骗子无疑，如果是真正骑
车旅行的“驴友”，就算有困难也不会
乞讨，更不会要到钱了也不离开。 提
醒身边的朋友，有爱心和同情心固然
好，但不能让这些人骗取了我们的同
情心，那是对我们的侮辱！

网友教你四式辨别真假“驴友”高招
第一式：判断装备真假。 凡户外

“驴友”，装备都很贵，就算遇到紧急
情况当掉或转手卖掉也值不少钱，比
如一只登山表， 最便宜的也要数千
元，一套冲锋衣裤也价值上千元。 绝
不会一身名贵装备还落得乞讨的窘
境。

第二式：判断背包重量。如果“驴
友”蹲着讨钱还舍不得把鼓囊囊的背
包卸下，那可就有问题了。 资深“驴
友”的背包都非常重，装满了旅行的
必备品， 如果不是背包里面空空如
也，难道他是在练功？

第三式：判断装备新旧。 真正的
“驴友”风尘仆仆的，如果某位“驴友”

全身装备又新又干净，几乎看不出背
包长时间使用的痕迹，除非他是从本
市出发，否则肯定不是真的。

第四式：多思考。 难道没有手机和
银行卡？ 武装到牙齿的“驴友”乞讨，至
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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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申城出现了一群新的乞讨者。他们衣着光鲜，不再邋里邋遢，甚至随身携带现
代化、高科技产品；他们默不作声，静坐待援，不再低声下气地说“行行好，给点吧”，他们俨然已
经颠覆传统乞讨者的形象，不再以一种卑微的身份获得同情，而是表现出强势的一面，以“我不
是乞丐，只是暂时遇到困难，需要帮助而已”作为暗示，博取他人的信任，从而达到乞讨的目的。

那么，针对这些新的乞讨方式，广大市民是怎样看待的呢？ 又是否会像对待传统乞讨者一样，献
出自己的爱心呢？

记者手记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诸

如“求十几元钱买饭吃”、“求
4

元坐车” 这样的乞讨行为在很
多城市都曾经或正在上演，这
种“巧合”更进一步印证了它的
欺骗性，让人愤慨。 曾经，乞丐
是一个对人极度轻视的词，只
有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 才有
人放下尊严从事乞讨，那时候，

乞讨是单纯地为了生存。 可是
现在， 乞讨已经成为一些好逸
恶劳之徒的生财之道， 渐渐演
变成一种职业。 而当乞讨演变
成一种职业时， 我们就必须得
考量我们奉献爱心的行为了。

爱心不可或缺， 但是爱心也不
可泛滥。 把那些好逸恶劳、有生
存能力却职业行乞的人等同于
那些真正的乞讨者， 是不合理
的， 对真正的乞讨者也是不公
平的， 对我们自己的爱心也是
不负责任的。

手机贴膜五花八门
或对视力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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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刘
方）买了新手机，不少人都会
在第一时间给手机贴上防护
膜以保护手机屏幕，殊不知手
机膜是塑料材质，长期使用易
被磨损、影响显示效果，增加
视觉疲劳，甚至会对视力造成
损害。

在市区很多超市、手机卖
场、小饰品店及街边很多小摊
点， 手机贴膜的生意无处不
在，高透光耐磨的、磨砂的、蓝
光护眼防辐射的等， 种类繁
多，让人眼花缭乱，价格也从
10

元到
70

元。 但是记者走访
发现，无论是正规商场还是路
边小摊点，各种手机贴膜包装
都没有明确的材质说明，有的
甚至没有包装。在东方红大道
一家手机卖场，记者随机采访

了几位市民， 他们均表示，在
给手机贴膜时只是根据销售
人员的介绍来选择，很难辨别
其质量好坏。

手机贴膜真的能“防辐
射”、“保护视力”吗？一位曾经
从事该行业的业内人士向记
者透露，这都是商家为促销打
出的“概念牌”，手机贴上保护
膜之后， 由于表面是塑料材
质， 相比手机本身的屏幕材
质，更容易磨损，用户在使用
过程中长期盯着屏幕就更容
易视疲劳，时间长了对视力有
危害，而且贴膜会导致屏幕的
光线折射，在户外或者光线强
的情况下更难辨认。业内人士
表示， 如果非要给手机贴膜，

尽量选购耐磨度、透光度好的
产品，并且勤更换。

酒瓶也有保质期

购买时候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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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夏季以来， 啤酒成为
许多人畅饮的酒品。 但很多市
民在购买啤酒时， 都没有注意
到啤酒瓶也是有保质期的。

“昨晚我和朋友在夜市摊
上喝酒时， 一个啤酒瓶突然就
碎了。 ”昨日，市民康先生来电
说，啤酒瓶碎裂之后，在别人的
提醒下才发现该酒瓶下面的保
质期已经过期。

笔者从商丘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获悉，按照国家标准，建议
啤酒瓶回收使用期限为两年。

因此， 消费者在购买瓶装啤酒
时，不仅要查看其“

B

”字标志，

而且要注意观察酒瓶上有关酒
瓶生产企业的标记， 如生产的
年份、季度等信息。消费者在购
买瓶装啤酒时， 一定要注意啤

酒瓶上的“

B

” 字标志和保质
期。

在购买啤酒时广大消费者
要注意： 购买时和饮用啤酒时
轻拿轻放， 避免激烈地摇晃和
碰撞； 开启瓶盖要使用正确的
方法， 尤其不能用牙咬、手
拍、 筷子撬等不正确的方
法；未开瓶的啤酒不要放在
桌上或离人较近的地方， 并且
要避免儿童接触； 不要将啤酒
放在阳光下暴晒， 防止啤酒瓶
发生爆炸。

购买啤酒时要索取发票
（或凭证）并妥善保存。 如果遇
到啤酒瓶爆炸伤人事件， 消费
者在救治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
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

(

鲁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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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孩子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质量也不
断提高，被称为乐器之王的钢琴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应运而生的
韵朗琴行则及时推出一系列促销活动和教琴、 调琴等各种服务项
目。 据了解，这家琴行所有的钢琴均为原装进口，并且采用一对一
手把手的教学方式为喜爱音乐的孩子提供教授服务。 汪莱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