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警器免费只收维修费

安全常识
（接上期）

人多拥挤时走楼梯
专家认为，自动扶梯的梯级设计并不

符合人体工程学，乘客在运行中的自动扶
梯上走动很不安全，正确的做法是抓紧扶
手站稳，尽量不要行走。

自动扶梯的梯级边缘一般都设有黄
线，乘客踏上自动扶梯时，要站在黄线内，

不要踩在两个梯级的交界处，整个过程中
要抓紧扶手，这是最基本的安全要求。

乘坐自动扶梯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
的细节，就是很多人以为自动扶梯没有载
重量限制，乘坐多少人都可以，所以不管
人多人少， 都会习惯性地随人流乘坐，这
在节假日期间的商场表现最为明显。

其实，和直升电梯一样，自动扶梯也
是有载重量限制的，一般出厂时，一部扶
梯的运行时间、负荷都有设计指标。 扶梯
分为重载和轻载两种，轻载扶梯主要用在
商场等地。 看到自动扶梯上人多拥挤，为
了安全，请您尽量走楼梯。

看到电梯“吃人”事故，有些人产生了
恐慌心理，表示“尽量不坐自动扶梯”，这
样的担心大可不必。 实际上，自动扶梯的
安全系数很高，事故发生率较低。 但自动
扶梯的安全需要乘客和物业、检测等相关
单位共同保障。 乘客应正确乘坐自动扶
梯，物业、检测等相关单位要定期对自动
扶梯进行安全检查。 （完）

茶乡采访途中惊遇车祸

救人！ 晚报记者第一时间冲过去

信阳消息（首席记者李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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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信阳晚报》“访茶乡探茶事”

采访组一行驱车行至河区董家河镇

睡仙桥村附近，途中突遇车祸，晚报记
者第一时间冲向事故现场救人。所幸该
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当日上午
9

时，采访组一行驱车行
驶在前往谭家河乡的乡道上，在车辆行
至睡仙桥村西侧时，一辆迎面驶来的黑
色宝骏突然变道，横向逆行至采访车的
正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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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左右，然后高速冲下路基。

车头撞至路基下一坡地后，车辆再次翻
转俯冲，最终卡在两棵树之间停止了翻
滚。 整个车祸过程不足

10

秒。

“快救人！ ”突遇此紧急状况，晚报
首席记者周涛第一时间拨开灌木丛，冲
向事故现场。路边惊魂未定的行人也迅
速拿起手机报警。首席记者韩蕾等人随
后赶到事故车辆前帮忙救人。

此时，车辆处于路基下
7

米深的陡
坡处。 车辆严重变形，已经报废。 车头、

车尾凹陷， 前后挡风玻璃碎裂一地，右
前轮几乎脱落，其中一个反光镜遗落路
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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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左右的坡道上， 右侧车门大
开。 车内安全气囊尽数弹出，驾驶室内
坐着一名男子。

“人没事吧？ ”周涛首先靠近车
辆，高声向车内司机喊话。 “没事！ ”听
到司机回话，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没
事就好，快出来，车在冒烟。 快！ 踩着
方向盘那个位置，我拉你出来！ ”周涛

靠近车头处，将司机从严重变形的车
内拉出。

“谢谢你们啊！ 谢谢！ ”一名中年男
子从车内出来后，连声向记者道谢。 发
觉自己的身体并无大碍，该男子走近变
形的车辆，从已经凹陷的后备箱中拎出
3

大包茶叶。

“开车开迷糊了，太累了！ ”该男子
说，自己是当地的茶商，新茶上市，自己
凌晨早起到茶场收茶叶，疲劳驾驶导致
刚才惊魂一幕。

见到该男子并无大碍， 加之随后
110

及时赶赴现场， 几位记者告别该男
子，奔赴采访现场。 路途中，大家发现，

第一个冲下事故现场救人的周涛被灌
木丛划伤了手臂和脸颊。

回想起采访途中遇此惊魂一幕，数
位记者都有些后怕。 在此，本报提醒广
大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疲劳
驾驶、酒后驾驶等不良驾驶行为。

上门推销报警器骗局又升级

“昨天，我妈妈在家，有人来推销防盗门报警器，在
推销员舌灿莲花的推销中我妈买了一个。”市民华女士
告诉记者，她回来一看这个报警器，和之前的天然气报
警器是一样的模式，“骗子说报警器不要钱， 只收维修
费，我妈妈一听这个划算就买了。 ”

市民张先生也遇到了类似情况， 但他一看那个报
警器就非常不靠谱，和之前买的天然气报警器很相似，

就没买。 稍后，张先生向物业打了电话，物业说根本没
有安装防盗门报警器， 如果在遇见这种情况就要报警
或打电话向保卫处投诉，不要被骗。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 对于诈骗短信和上门推销报
警器等诈骗活动市民一定要格外小心，多方核实信息，

如发现被骗，请马上拨打
110

及时报警。

电信诈骗盯上校讯通推销报警器上门行骗
这些新骗局请注意防范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郭晓雨）

近日，很多市民向本报记者反映，

他们都收到了不法分子以校讯通
的名义发来的诈骗信息， 还有人
遇到上门推销防盗门报警器等骗
局，让人苦不堪言。

冒充“校讯通”发病毒链接

近日，市民王先生手机上收到一条“学校”发
来的短信， 内容是孩子的学籍信息核查并附上了
陌生网页链接。点击链接后打不开内容，反而是下
载了一个名为陌生的手机

APP

软件。王先生发现
短信号码是云南的， 王先生想到很可能是钓鱼诈
骗软件，他向孩子的班主任打电话进行确认，经核
实发现是假的。

和王先生一样， 很多市民也收到含有个人真
实姓名的短信息：“

XXX

家长您好， 这是您孩子近
期在校学习情况及各项表现资料

,

敬请关注孩子状
况

guo.kr/eotkib

请查看【校讯通】”、“

XXX

家长您
好，关于学籍信息核查是教育部门统一工作安排，

请您下载激活核对查询
guo.kr/ijedx

【校讯通】”。

据警方介绍，由于此类短信多是诈骗短信，事
主点进去后会自动在手机下载不法分子预先制作
好的

apk

木马手机软件（诈骗
APP

软件）。 通过该
“木马

APP

”， 不法分子便能盗取事主手机内包括
银行卡、身份证等隐私信息，继而利用这些信息实
施进一步诈骗， 或直接利用盗取的账户密码进行
盗刷或转账。

晚报记者在事故现场救人 首席记者李亚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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