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仨女大学生宿舍遇害”续

校方拟

分别补偿 5 0 万元

据新京报消息 9 月 25 日凌晨，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一女生宿舍发生命

案，3人死亡 1人受伤。 嫌犯为内蒙古

某大学一男生， 事发当日已被抓获。

（详见《淇河晨报》9 月 2 6 日 1 2 版）

记者 26日晚获悉，河南职业技术

学院已与 3名遇害女生家属接触并商

谈善后事宜， 拟分别给予 3 名遇害女

生家属经济补偿 50万元。

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死者家属告

诉记者，26日下午，3 名死者的家属与

学院相关负责人见面，商谈善后事宜。

经商谈， 院校提出分别给予遇害学生

家属经济补偿 50 万元。 截至发稿，家

属尚未对此善后方案作出评论。

据该院学生介绍， 有同学前往河

南省人民医院探望那名受伤的女生，

她术后已脱离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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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历不明流浪儿都要检测DNA

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信息库比对，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被拐卖者

未成年人两年以上仍找不到亲人的，警方为其办户口

据大河报消息 走在繁华的街头， 有时能

看到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在他们之中，有一些

可能就是被拐卖者。 为了保护这些流浪儿，我省

公安部门将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和被强迫从

事违法犯罪活动者，全部进行 DNA 检验，并录

入全国打拐 DNA信息库比对。

9月 26日，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流

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下称

《意见》）。《意见》规定，未成年人两年以上仍找

不到亲人的，警方为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以方

便就学、就业等正常生活。

根据《意见》，警方将对携带未成年人乞讨

行为进行调查。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携带未成年

人流浪乞讨的，要批评、教育并送到救助保护机

构，安排护送返乡；突发急病的流浪未成年人，

将被直接送到定点医院进行救治。

《意见》指出，流浪未成年人如果暂时找不

到亲人，可以通过救助保护机构照料、社会福利

机构代养、家庭寄养等多种方式接受照顾。

对在打拐过程中被解救且查找不到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的婴幼儿， 民政部门要将其安置到

社会福利机构抚育， 公安部门按规定为其办理

户口登记手续。

另外， 救助保护机构依法承担流浪未成年

人的临时监护责任,� 提供文化与法制教育、心

理辅导、行为矫治、技能培训等救助保护服务，

防止未成年人再度流浪。

比赛喝啤酒憋尿

连喝 6 瓶憋破膀胱

据大河报消息 几个哥们儿聚

会，比拼喝啤酒，并打赌谁先上厕所谁

就输，结果，一男子由于饮酒过量，憋

着尿不敢排，最后竟把膀胱憋破了。 幸

亏及时送到医院做了手术， 才未酿成

严重后果。 26日，记者在周口市中心医

院采访时得知， 该医院每年都会接诊

几例类似病人。

9月中旬，晓明（化名）一要好哥们

儿从外地回来，由于几年没见，他邀请

多名朋友来陪哥们儿喝酒。

席间相互推杯换盏， 不知不觉都

有了酒意。 几人越喝越起劲， 有人提

议，谁先出去小便谁就输，要罚一瓶啤

酒。

就这样， 几个人谁也不敢先上厕

所，又开始斗酒，晓明连续喝了 6 瓶啤

酒。

就在大家酒兴正浓时，突然，晓明

突感腹部一阵剧痛，连腰都直不起来。

见此， 几个朋友慌忙将晓明送到医院

急救。

经医生检查， 晓明的膀胱裂开一

道口子，尿液已流进腹腔，如果再晚送

来一会儿，很可能危及生命。 随后，医

生给晓明做了膀胱修复手术。

人的膀胱能容纳几瓶啤酒?据该院

医生介绍， 人体的膀胱有点像注了水

的气球，水越多，壁越薄，一旦有外力

作用，就会破裂。 急性扩张的情况下，

中国男性的膀胱承受极限是 2000 毫

升左右， 相当于 6 瓶啤酒（每瓶容量

3 5 5 m l）。

“酒桌上喝酒比憋尿的做法不可

取，很容易给身体造成伤害。 ”该医生

说，每个人的转换能力不同，并不是说

酒一喝下去就会马上转变成小便。 当

然，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大部分人喝

啤酒后肚子会胀，会觉得小便急，小便

一排出，膀胱的压力自然就小了。

发票丢了之后轻信小广告

一男子买假发票被骗 1 8 0 0 元

民警提醒：街头小广告不可靠，买假发票违法

据河南商报消息 曹先生的父亲看病花了

两万多元，发票丢了，“新农合”不给报销。 他在

医院厕所看到“代办发票”的广告，就起了“买张

发票”的念头。 他先后汇款 1800元后，才发觉对

方是骗子。

曹先生是安徽人，在郑州做工程，是个小包

工头。 两个月前，安徽老家 80 多岁的父亲上树

钩东西，不慎从梯子上摔下。

曹先生把父亲接到郑州， 在河南省中医院

治疗。 9月初，老人出院了，共花了两万多元。

父亲的户口在安徽，必须到当地报销。 曹先

生路过商丘吃饭时， 把装有发票的档案袋忘在

饭店里，被人捡走了。

曹先生赶快回到医院， 被告知医院不负责

补开发票。 曹先生正发愁时，在医院卫生间看到

了一张“代办发票”的小广告。

他半信半疑打了电话。“他们说我这数额

大，得交 1800元钱。 我提出要当面交易，他们说

担心我报警。无奈之下，我答应了给他们打钱。”

9月 10日， 对方发过来一个账号。 按照约

定， 曹先生向该账号汇了 300 元， 余下的 1500

元送发票时付清。 对方不断催促曹先生结清尾

款，26日上午，曹先生又向该账号汇了 1500元。

当曹先生向对方索要发票时， 对方反而要

他再汇 500 元。 此时，曹先生意识到上了当，赶

快报了警。

民警提醒， 派出所最近经办了几起类似案

件，由于新农合、公司报销都要发票，很多人发

票丢了之后，会轻信小广告。“街头小广告不可

靠， 那些说能办正规发票的骗子都是空手套白

狼，连假发票都不会提供。 而且购买假发票行为

本身就违法，同样会受到处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