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工糙、无警示、缺认证

地摊玩具您悠着买
□记者 徐舒帆

晨报讯

眼下一到傍
晚， 就会有很多家长带着
孩子到新区新世纪广场纳
凉， 广场南侧也随之出现
了很多摆地摊卖玩具的。

8

月
2

日，记者调查发现，这
些地摊玩具大多采用劣质
材料制成且没有安全提
醒，存在安全隐患。

8

月
2

日晚
7

时许，记
者在新世纪广场南侧看
到， 卖玩具的地摊一个接
一个，地摊上有声光玩具、

电动毛绒动物、 塑胶玩具
等，品种丰富，非常受孩子
们的喜爱 。 在一个地摊
前， 记者随手拿起一种闪
光球， 摊主立刻向记者介
绍， 这种能发出七彩光的
塑胶小球价格便宜， 是小
孩的最爱。 但当记者问及
小球的材质是否符合安全
卫生标准时， 摊主则不再
说话。

记者发现， 不少孩子
都在要求家长给自己买这
种闪光球。 正在为孩子挑
选玩具的李女士说： “ 孩

子喜欢这些会闪光的小玩
意儿， 我就给他买了， 没
怎么想过质量问题 。” 对
此， 一个销售电动毛绒玩
具的摊主表示：“ 小孩儿玩
不了多久就扔了， 不会出
现质量问题。”

采访中记者发现 ，这
些地摊玩具几乎都没有材
质说明， 也没有标注必要
的安全警示以及适合玩耍
的儿童年龄。 部分供低龄
儿童玩耍的塑料摇铃材质
脆弱且易碎。 家住华夏小
区的赵女士告诉记者，她

3

岁的孩子就曾被那种因材
质脆弱而破裂的塑料玩具
扎伤过手指。然而不少家长
往往只会根据孩子的喜好
购买玩具，很少在意其安全
性。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地摊
玩具多半质量差、 做工粗
糙、 无安全警示和相关认
证， 很容易对少儿的人身
造成伤害。 尤其是那些材
质脆弱的玩具， 很容易危
及孩子的安全， 市民应谨
慎购买。

卖药不成就咒人

“ 不吃我的药，

你活不过明年”

□记者 陈海寅

实习生 王婧

晨报讯

“ 打着为
老年人免费体检的幌
子， 推销高价的不知名
药品， 遇到不想买药的
老年人，那些自称博士、

专家的人， 就反过来诅
咒老人。 ”

8

月
3

日，新
区宋女士向记者反映。

7

月
25

日，宋女士
的父亲在山城区龙升酒
店内看到一些打着中国
老年人协会和南方医科
大学名义的人在为老年
人免费体检， 便上前去
询问。“ 那些人给我父亲
检查完身体后， 说我父
亲血压高， 而且还有一
些其他的疾病。 一位自
称是某医科专家的男子
询问过我父亲现在用的
药后， 就说那些药根本
不管用，要想把病治好，

必须吃他的药。 ”宋女士
说， 那些人卖的药一服
就要

800

多元， 比医院
的药贵多了。“ 我父亲嫌
药太贵， 就说回去和家
人商量商量再买。 那些
人看我父亲不想买药 ，

马上就变了脸。 有个人

竟然直接对我父亲说 ，

如果不吃他的药， 就活
不过明年。 ” 宋女士说
道。

宋女士告诉记者 ，

那些人的诅咒让她父亲
非常生气， 但因为害怕
家人担心， 他几天后才
把这件事告诉家人。“ 听
我父亲讲完这件事后我
也很生气 ，

8

月
1

日 ，我
去了龙升酒店， 但那些
人已经走了。 听酒店的
工作人员说， 那些人租
用了酒店大厅一天后就
不知道去哪儿了。 ”

“ 肯定是骗人的，否
则， 他们也不会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 ” 宋女士
说。

8

月
4

日， 记者就
此事采访了市工商局
12315

投诉中心的工作
人员。 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那些打着各种
幌子卖药的活动， 所卖
的多数都是保健品 ，或
者用一些廉价药品充当
高档药品。“ 老年人遇到
这类情况， 一定要提高
警惕， 同时可以向药监
部门和工商部门举报。 ”

该工作人员提醒。

鲜用礼貌用语，乘客表示

的哥嘴甜点儿就好了
□记者 赵玮

晨报讯

“ 咱们市的
出租车司机态度大都比较
冷淡， 坐出租车时司机第
一句话就是‘ 去哪儿？ ’很
少有人说‘ 你好 ’，有的干
脆什么也不问， 等着乘客
说目的地。 现在一些大城
市的出租车司机都习惯了
问候乘客， 让人感觉很温
馨，也提升了城市形象。 ”

8

月
1

日， 市民张先生对记

者说。

经常上夜班的陈先生
下班后常打车回家。 对于
张先生反映的现象， 陈先
生也表示了认同。

为什么我市大多数出
租车司机都不愿意主动问
候乘客呢？ 记者随机采访
了多位出租车司机。 受访
者的理由各种各样，如“ 不
好意思开口 ”、“ 公司没规
定”，“ 说不习惯”、“ 想不起
来”等。 的哥刘常顺告诉记

者， 他很少说文明用语主
要是不好意思。 但他同时
也表示， 使用文明用语很
容易拉近与乘客的关系。

市交通局运管处出租
车管理科科长郭明贵表
示， 乘客反映的现象的确
存在，此外，多数司机还存
在不说普通话的问题。 对
此， 他们正在加强有关培
训， 并计划通过内部的信
息平台全天不间断地提醒
司机文明服务。

一女子被“邻居”

“借”走 30 元钱

骗钱骗到了
居民家
□记者 柯其其

实习生 王晶晶

晨报讯

一陌生男子
在窗外连声喊“ 姐 ”，称是
住在隔壁单元的邻居 ，出
门时忘了带钥匙和钱 ，想
借点儿打的费， 新区的秦
女士没有多想便借给这位

“ 邻居”

30

元，后来才发现
该男子并非小区住户 ，自
己上当了。

8

月
4

日，秦女
士向记者讲述了她的被骗
经历， 并希望通过本报给
其他人提个醒。

据家住新区职业技术
学院小区的秦女士介绍 ，

7

月
27

日晚
9

时许 ， 她
正在家中 （ 一楼） 休息 ，

突然听到窗外有人不停地
喊“ 姐， 姐， 开下窗户”。

秦女士打开窗户， 发现窗
外站着一个

30

多岁的男
子， 衣着整齐， 看上去很
老实。 该男子红着脸对秦
女士说：“ 姐， 不好意思打
扰你了， 我是咱小区的住
户， 就住在你隔壁单元的
5

楼 ， 刚刚出门太急了 ，

钱 、 钥匙和手机都忘带
了。 俺媳妇回娘家了， 明
天早上才能回来。 我现在
要赶着去十矿上夜班， 时
间来不及了 ， 必须打的 ，

能不能先向你借
25

块钱，

明天早上一下班我就来还
钱 。” 秦女士当时正好有
25

元零钱， 但担心不够，

便借给男子
30

元 。 男子
连声道谢后表示第二天一
早一定会来还钱。 可

6

天
过去了， 秦女士也没见着
该男子的影子。

8

月
2

日晚， 秦女士
到隔壁单元

5

楼去找这位
“ 借钱”的“ 邻居 ”，才发现
那位男子根本就不是小区
的住户。

秦女士说：“ 我一听他
说是隔壁单元的邻居 ，就
没有怀疑， 心想邻里之间
应该互相帮助， 没想到我
的好心居然被骗子利用
了。 ”

身份证号重了
驾照办不成了
□记者 叶晓伟

实习生 代文风

晨 报 讯 8

月
3

日， 市民赵先生打热线
向记者反映，

8

月
1

日他
去公交驾校办理驾照
时， 被告知已经有人用
相同号码的身份证办理
过驾照了， 他无法再用
自己的身份证办理驾
照，这让他十分不解。

赵先生介绍， 他是
通过驾校考试后由驾校
统一负责办理驾照的 。

“ 办理那天，驾校负责人
说我的身份证号已经被
用过了， 在没弄清情况
之前不能再次用于办理
驾照。 ”赵先生说，“ 难道
我的身份证号被别人冒
用了？ ”

随后， 记者从驾校
负责人处了解到， 在车
管所输入赵先生的身份
证号时， 系统显示已经
有人使用该身份证号办
理过驾照了， 赵先生的
材料因此无法录入。 之
后， 赵先生也亲自进行
了查询， 发现与自己身
份证号相同的是位男
子 ， 淇滨区钜桥镇人 。

两个人怎么会有一样的
身份证号呢？ 这让赵先
生有点想不通。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
赵先生所在辖区的户籍
办理处。 听完记者的讲

述后，工作人员猜测，赵
先生的身份证应该不是
被冒用了， 而是与别人
的身份证重号了。

该户籍办理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身份证
号码中

18

位数字的含
义分别是 ：前

6

位代表
行政归属 ，第七位至第
十四位表明出生年月
日 ，第十五位至第十八
位表明检测码和性别 。

只有在两个人的行政
归属 、出生年月日和性
别都相同时 ，才有可能
出现重号 ，但这种重号
的现象目前只存在于
第一代身份证中 ，产生
于身份证号码从

15

位
升至

18

位的过程中。 由
于第一代身份证信息未
实现全国联网， 产生重
号时较难发现， 而当两
人在不同领域办理以身
份证号码为识别标志的
手续时

(

如护照、 驾照
等
)

，一般也无法发现。

“ 据估算，全国至少
有

100

万居民的身份证
号是重复的。 但第二代
身份证全部更换完以
后，将实现全国联网，身
份证重号现象将不再存
在 。 ” 该工作人员说 ，

“ 遇到这种情况后 ， 市
民可立即更换第二代身
份证。 现在办理驾照也
应以第二代身份证的号
码为准。”

的哥的姐对讲机中飙粗话，乘客难堪
□记者 侯韶莹

见习记者 冯丽敏

晨报讯

“ 北环红绿
灯处有人等车， 在附近的
出租车请过去接一下。 ”

8

月
3

日上午
10

时，淇县县
城的一辆出租车中传出了
接线员的声音。据了解，淇
县出租车上的车载电台安
装已有

7

年多了， 车载电
台的出现， 给乘客和出租
车司机都带来了方便。 淇
县的马超告诉记者， 他出
门打车时总会拨打出租车
公司的总台电话， 很快就
会有出租车赶到， 十分方
便。

但与此同时， 出租车
上的对讲机也成为一些不

文明行为的载体， 引来不
少乘客的不满。

8

月
1

日，新区的张新
鹏告诉记者， 最近他在淇
县打车时， 听到车载电台
里不断传出的哥的姐们的
对话， 对话中频频出现粗
话， 甚至有男女司机利用
对讲机对骂 。 张新鹏说 ：

“ 之前还觉得新区的出租
车上没有这种电台不方
便，遇到这种情况后，觉得
还是没有的好。 ”

淇县经常乘出租车的
王岩说， 一些司机在拉客
的过程中会一直对着对讲
机说话， 全然不顾乘客的
感受。对此，淇县的杨芳也
深有感触 ，“ 每次打车时 ，

对讲机里传出的声音都很

吵。 ”

对此， 淇县的出租车
司机夏师傅说：“ 每次公司
开会的时候都会批评这种
现象， 但全县

100

多名出
租车司机，不好管啊！ ”

记者了解到， 淇县县
城目前仅有一家出租车公
司 （ 三源出租汽车公司） ，

管理着全县
80

辆出租车。

8

月
3

日，该公司的王经理
表示， 目前公司的有关整
改措施正在进一步完善
中， 随后会派监管人员进
行暗访。 对于利用电台随
便聊天的司机， 将进一步
进行业务培训， 提高其职
业素养。 对于屡次违反规
定， 经培训仍不改进的司
机，将取消其营运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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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4 日，记

者在淇河步道铁路

桥东看到， 一棵柳

树的一根树枝从根

部断了， 只连着点

儿皮， 随时都有掉

下来的危险。 这条

枯枝正好悬在道路

上方， 给过往游客

造成了安全隐患。

晨报记者 邓叶染

见习记者 郭坤

摄

这树枝，

真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