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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蹭吃喝的，见过“蹭暖”的没？

北方部分业主停暖靠左邻右舍采暖保持室温

据北京晨报消息 年近 30 岁的辽宁省

沈阳市市民洪晨 2010 年买了一套 80 平方

米的住宅，去年入住后采暖费交了 2000 元，

觉得不划算，他称，自己和妻子都是上班族，

大段的时间都享受不到供暖服务，于是在今

年供暖期前申请停暖，甘当“蹭暖族”。

眼下，在中国北方地区的部分城市，悄然

出现了类似洪晨这样的“蹭暖族”。 他们多数

是 20岁至 40岁的上班族， 之所以选择“蹭

暖”，除了工作忙整天在外奔波外，更重要的

原因是所在小区采用地热供暖，左邻右舍、楼

上楼下一供热，其屋内温度也随之提高。

地热催生“蹭暖”

沈阳市供热办主任侯冰告诉记者，近年

来， 沈阳新建的小区很多都采用地热供暖，

这种供暖方式在给居民带来温暖的同时，也

给很多“蹭暖族”带来了便利。“如果上下层

都供暖，那中间户的室温也不会太低，另外，

现在的外墙保温和以前相比要更好一些，热

传导让‘蹭暖’更方便。 ”

据悉，从整个供热体系来看，部分居民

“蹭暖”蹭走的那一部分温度，需要由供热

公司来埋单， 而供暖公司要想保证正常用

户的室温达标， 就得加大对他们的暖气供

应，无形之中加大了成本。 侯冰说，目前，国

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蹭暖”现

象，行政主管部门没有具体的约定，这就使

“蹭暖族”的左邻右舍产生意见，供热公司

也吃了哑巴亏。

“蹭暖”产品热卖

“蹭暖”的流行，催生了相关“蹭暖”产品

的热卖。 记者在淘宝网上搜索发现，一种名

为“暖气换热器”的“蹭暖”器材受到欢迎，售

价从 100多元到 700多元不等。 在沈阳装饰

材料市场，一种换热器售价 460 元，其上方

左右两端各有一个接口，实为“蹭暖器”。 业

内人士表示， 私自改装暖气属违法行为，且

存在安全隐患。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技术咨询部主任于

洪介绍，“蹭暖族”对供暖的价格机制提出了

挑战。 供暖具有规模效应和热传导性，一幢

供暖建筑中的部分房屋停暖，其实也会消耗

一部分热量。 因此，应该对停暖用户收取一

部分基础费用，用于补贴供热企业的固定资

产折旧和热传导损失，以实现各方公平。

辽宁省法学会会员秦大军认为，“蹭暖

族”的行为虽然不触及法律，也不违规，却有

悖社会情理。为此，在有关方面尽快完善相关

立法的基础上，建议“蹭暖族”不要只看眼前

利益，不要为了蹭点儿暖而寒了邻居的心。

餐馆失火

逃生食客

返回埋单

店方：想不到，很感动

据长江商报消息 11 月 5 日中

午，武昌珞狮北路一餐馆突发大火，

食客和店员迅速撤离。 让店方意想

不到的是，大火扑灭后，一些食客返

回埋单。

11 月 5 日下午 1 时许，突然这家

餐馆有浓烟冒出， 数十人迅速从屋内

跑出。 不一会儿，4 辆消防车赶到现

场。 不到半小时，火就被扑灭了。 餐馆

大堂主管称，事发当时，一名厨师炒菜

时，锅内起火，厨师一慌张，大火就蔓

延到灶台，并引燃烟道，店内员工和食

客吓得迅速跑了出来。 她跑前跑后组

织人员报警、提着灭火器灭火。消防人

员赶到后，火很快就扑灭了。

这名主管称，火扑灭后，几名食客

来到餐馆门口，要求埋单。“当时不是

进餐高峰，只有 3 桌客人，每桌 200 元

左右，具体数额已经记不清了。 ”该主

管称， 曾多次听说一些餐馆遭遇火灾

等意外后食客飞单， 没想到她遇到的

食客如此讲诚信，“钱并不多， 但让我

非常感动”。

“你上车刷卡了吗？ 好像没刷成功，请

再刷一次”。 公交六公司七车队队长赵伟

介绍，有时，当驾驶员发现上车的乘客已

经被贼盯上，也会主动找乘客的茬，其实，

他的潜台词是“看好你的包”。 不过，这种

故意找茬式的暗语， 虽然避开了小偷，但

往往会惹怒乘客，让乘客觉得司机态度有

问题。

11 月 6 日，长沙市一餐馆内，一名员工正

在发泄室里向老板的照片拳打脚踢。 为让员

工以最佳状态为客人服务， 该餐馆老板专门

为员工设了一间发泄室， 老板把自己的头像

做成“靶子”，让员工挥拳发泄。 （据中新网）

相中善良女司机

替儿牵线递“情书”

乘客将“情书”

塞进公交车意见箱

据燕赵晚报消息 “6880 号车长，

如 果 方 便 请 与 我 联 系 ， 电 话 ：

134XXXX0340。署名：冒昧的乘客。”11

月 6日， 当河北石家庄 17 路车队工作

人员开启车内意见箱时，再一次发现了

一张同样的纸条。“上一周也有这样的

纸条，这是怎么回事？ ”

工作人员打通了这个电话，电话那

边传来一位女士激动的声音：“您是那

位女司机吧。 ”“这位女士，我不是您要

找的司机， 我两次看到同样的纸条，想

询问一下您有什么意见？ ”

听到工作人员的话， 女士笑着说：

“误会！ 我姓刘，是 17 路车的一名老乘

客，因为欣赏 6880 号车长的服务，我想

给当兵的儿子和她牵个线，希望她能做

我儿媳妇。 ”

原来，今年 8 月份儿子从部队回来

探亲时，刘女士到火车站接，等的时间

长了有些中暑， 当母子俩坐上 17 路车

时，刘女士再也撑不住了，吐了一地。见

此，6880 号车长小许先给刘女士落实

了座位，并把藿香正气水和她的水杯拿

给刘女士使用。 自此以后，刘女士便经

常等着坐小许的车，越观察越觉得这个

女孩温柔、善良。刘女士想给 28岁的儿

子牵线， 可是怎样和这位姑娘联系呢？

她便将纸条塞进了公交意见箱。

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遗憾地表

示：“您真是用心良苦， 可惜许车长已

经有男朋友了，并且已经订了婚期。 ”

为攒新房首付

情侣街头卖红薯

据楚天都市报消息 武昌徐东大

街汪家墩公交车站旁，一个有些土气的

移动铁炉子，承载着一对情侣的城市梦

想：他们希望通过烤玉米和红薯，来凑

齐新房的首付。

11 月 5 日，新浪微博网友“争当先

进小嫂子”发布了一张街边“烤红薯”的

情侣照片， 介绍一对 80 后情侣自制烤

炉烤红薯和玉米，想通过这种兼职攒够

新房首付。 11月 6日下午，记者找到这

个励志摊点，这是由一辆电动三轮车载

着的简易铁炉，烧木柴。 炉体有很多小

孔， 玉米和红薯就放在这些小孔内烘

烤，散发出阵阵香气。

两名摊主很年轻， 男的操作烤炉，

女的收钱卖货， 配合默契但话语不多。

在记者的再三搭讪下， 他们才勉强透

露，两人来自红安，均不到 30 岁，在武

汉一家五金加工企业工作，每人每月工

资 2000余元。 恋爱多年， 打算近期结

婚，但新房还没着落。

为了婚后能拥有自己的小家，男孩

自制了一个铁炉子，带着女孩工作之余

在街边烤卖红薯和玉米。开张不到两个

月，生意好时一天能挣 100多元。

男孩说，其实靠这点小生意凑首付

也不太现实，但他相信勤劳肯干会改善

生活，希望靠双手打造自己的未来。

记者注意到，他们将地上的残渣都

收拾得干干净净。 有网友称，这对小情

侣靠自己打拼，不啃老，值得肯定，但其

经营也要符合城市相关管理规定。

西安公交司机公布反扒暗语

司机大喊“往里走” 提醒车上有扒手

乘客间也可用“暗语”提醒

“驾驶员每天在路上跑车，看见小偷不能随

意大喊，既怕弄错也担心被报复，使用暗语来提

醒乘客，也是为了保护自己。”11月 6日，西安公

交六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驾驶员的暗语“话里

有话”，需要乘客的默契配合，希望乘客理解司

机，因为外地发生过小偷伤害驾驶员的案件。

有时，驾驶员开车注意力集中，可能顾及

不到车厢后面发生的状况，因此，也希望乘客

之间采用这样的“暗语”相互提醒。 例如以看

到自己的熟人为由，和被瞄上的乘客打招呼，

或者碰碰被瞄上的乘客，让他让个地方出来，

也可以拍拍乘客的肩膀，示意他有东西掉了，

故意让他低头寻找。

反扒贴士

候车别数钱 乘车勿拥挤

反扒民警还提醒广大乘客， 在站台上等

待公交车时，不要拿出钱包数钱，因为在这儿

数钱，无疑是告诉小偷“我有多少钱，放在什

么地方”。乘公交车时，也不要上下拥挤，有些

人为了抢座位，总是挤着上车，岂不知拥挤的

人群里可能就有小偷。而且不要把挎包、背包

放在身后， 手提电脑等最易在乘车拥挤时被

盗。 此外，还应避免乘车时接打电话、饰品外

露、乘车睡觉等。

据华商报消息 在公交车上， 明明

已经刷过卡了，可是司机还是故意“质

疑”乘客到底刷没刷卡，惹得乘客一时

不高兴。 原来，这是司机在用暗语提醒

乘客谨防小偷。 冬天来了，乘客们穿着

厚厚的衣服，很难察觉小偷。 11 月 6 日，

西安公交六公司的车队队长和司机们，

公布他们经常用到的反扒“暗语”，希望

市民听到这种提示后， 能心领神会，成

功防范小偷。

“请往里走，别挤在门口，注意保管

自己的东西。 ” 作为有着 12 年驾龄的老

司机袁宏斌，每天穿梭在城北客运站、龙

首村、北门、火车站等人流众多的公交车

站，这些地方小偷易扎堆。 所以一发现小

偷，最简单也使用最多的就是这个暗语：

“请往里走，别挤在门口，注意保管自己

的东西。 ”

“往里走，往里走，别堵在门口，里面

的位置空着呢”， 乘车时如果听到司机大

声喊出这句话，你一定要留意。 听到这句

看似平常而且口气强硬的话，乘客一定要

多留一份心。 因为现在小偷很多在车前门

附近活动，趁大家挤着上车时伺机而动。

车上明明没有老年人和孕妇，可司机却

用报站器不停播报着“给老弱病残让座”或

“车辆转弯，请拉好扶手”。 这样的提示再平

常不过，其实这也是在提醒大家注意车里有

贼。 公交司机袁师傅表示，这些看似“古怪”

的语音提示，大多是司机特地给乘客发出的

警告，希望市民通过四处张望哪里有老弱病

残、或者换个站姿的同时，躲过“三只手”。

一号暗语：“往里走，往里走”

二号暗语：“请给老弱病残孕让座”

三号暗语：“卡没刷上，请再刷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