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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有媽媽背着寶寶乞討，夏秋天有老婆婆賣白玉
蘭，冬天有人主動擦車，一年四季都有人上前插小卡
片……最近在江蘇南京紅綠燈路口，又出現了乞討一

族，網友們感慨，「真是用生命在乞討」。這些人，既讓
人心生憐憫，又讓人有些反感，很多市民都說，很糾結，
想給錢，但又怕助長他們這種危險的行為。南京市救助站
表示，這些人大多拒絕去救助站。交警也同樣無奈，「前
腳剛勸走，後腳又回來了」。這部分人該如何管理，成一
大難題。
說起在路口等紅燈遇到的各種「擦車，撣車，乞討」，

幾乎每一個車主都不陌生。在南京城西幹道漢中門路
口，信號燈剛變成紅燈，一名中年男子就拎着一個雞毛
撣子「竄」到了等紅燈的汽車前，他先用雞毛撣子象徵
性地擦了幾下車窗，隨後就鞠躬討錢，不過，大多數的
車主都假裝看不見，有人玩手機，只有少數車主搖下車
窗，遞上一兩元零錢。
除了用雞毛撣子「擦車乞討」外，近兩年，帶着孩子在
車流中直接乞討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往往是剛亮紅燈，
大人便帶着孩子走到馬路中間，一輛一輛汽車地敲窗伸手
要錢。 ■《現代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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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燕強沿街尋找自武燕強沿街尋找自
己的兒子己的兒子。。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老夫妻鄭玉璽和徐欣活力十足，退休後展開十
年自駕遊生活。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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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近日在內地社交網絡爆料
「河北文安左各莊銀行被搶」的
消息。消息稱，匪徒騎電動車行
駛到該銀行，蒙面並手持鐵錘砸
壞銀行的玻璃實施搶劫。銀行兩
名女工作人員迅速將錢款鎖入保
險櫃，躲在洗手間內報警；幸好
有客戶鎮定與匪周旋，待警方趕
到，最終將搶劫未遂、意欲逃竄
的男子抓獲。

女職員躲廁報警
肇事銀行為河北廊坊文安縣農

村商業銀行左各莊儲蓄所。目擊
者指出，事發時，匪徒用鐵錘將
櫃枱玻璃砸開，但此前銀行女職

員已經將現金轉移，並躲進洗手
間裡報警。此時，前來辦理業務
的儲戶和附近群眾手持鐵鍬和木
棍等，一起將匪徒堵截在銀行
內，防止劫匪逃跑。而匪徒多次
拿起滅火器試圖打破銀行櫃員窗
口逃走，均失敗。
警方透露，被抓獲的22歲疑犯

于某來自承德，畢業於廊坊市某
高校，畢業後在該市某小額信貸
公司做業務員，月收入也有幾千
元，但他並不滿足。看到有人大
筆掙錢、大把花錢，心裡很不平
衡，就想模仿網絡上熱傳的搶銀
行的「淡定哥」，幹上一把。

■本報記者 張帆 石家莊報道

江蘇南京老夫妻鄭玉璽和徐欣，已分別78和79
歲。兩人從2004年開始自駕遊，北到漠河、南到
三亞、西到新疆、東到威海，10年來跑了11萬公
里。新的一年開始了，老兩口回憶了10年自駕經

歷，跟網友分享了他們的老年生活。有網友笑
稱，「有活力就是任性！」
60歲時，鄭玉璽正式從崗位上退下來，突然閒
下來，老人頓感失落。兒子勸他，「老爸你要換
一種活法。」便送了老人一台電腦，從此改變了
老人的退休生活。鄭玉璽給自己取了個網名，
「自遊人」。退休後，他便帶着老伴，成了老年
「背包客」，持着「見火車就上、車上補票」的
「原則」，從漠河到大興安嶺，痛快玩了一圈。
後來幾年，便跟着旅行社，玩遍了新馬泰、中
歐、北歐、俄羅斯、美國、峇里島、馬爾代夫、
日本等等地方。
2003年9月國家政策調整，將申領駕駛證的年

齡上限從原來的60歲調高到70歲，當時67歲的
鄭老伯馬上考了個駕照，並買了輛車，便與老伴
展開自駕遊。 ■《現代快報》

七旬夫妻自駕遊10載 足跡遍天南地北

一名遊客
昨日在廣西
陽朔公園，
因錢包掉到
約 200 米深
的山崖中，
自己試圖撿
回錢包，卻
被困山腰。
最後消防員
用了近兩個
小時，才將
其救到安全
地帶。

■央視

要錢不要命

都市裡，生活節奏的加快，生存壓力的加大和人與
人之間的溝通越來越少，城市人渴望與自然親近，更
多的人把自己的心理調節轉向另類寵物，如年輕人愛
養蜥蜴。剛剛大學畢業的苗倩瑜說：「我非常喜歡
貓，自己養的貓不小心給夾死了；三年前就接觸到
蛇。」說起寵物，她沒有絲毫的恐懼感，就是大家恐
懼的蛇，她也纏在手腕上，很親暱。 ■1+新聞網

2012
年，劉品剛剛大
學畢業，從湖南坐火
車到廣州這個花花世界，
成為「廣漂」一族，他來到了凌
燕的公司。凌燕2008年就來到了廣州，擔
任部門助理，兩個年輕人就悄悄結緣了。戀
愛近兩年的劉品和凌燕，去年「十．一」去
見了雙方家長，一樁婚事就算定了下來。

搶到站票仍激動報喜
好事臨近，劉品卻還是有些擔憂，「怕
訂不到票，耽誤了訂婚大事」。劉品提前
就跟好友們打好了招呼，讓幫他搶票，於
是搶票大軍從上月16日就開始投入戰鬥。
每天上午11點半和下午1點半，劉品和一
夥好友就會準時守在12306前，一次次的期
待都隨着網頁的變灰而以歎氣告終。
直至19日，劉品像往日一樣又坐在電腦

前不停地刷，等到11點半，終於有個藍色

的「預定」按鈕可以按了，直接跳轉進了
訂票頁面。「K932，廣州東到宜昌東！」
劉品拔高聲音給凌燕打電話說，「我搶了
兩張無座票。」轉而又壓低了聲音，「不
過是站票，得站18個小時。」
劉品第一年從廣州回鄉就坐了12個小時

的硬座，「才真正感受到春運的滋味」。
但是「站」回去他還真的有點不敢想像，
將近18個小時站在人群中過夜，他心裡捨
不得凌燕受罪。
他們初步計劃將來回老家定居，開個雜

貨舖，不用再糾結於搶票的事兒了。

火車網站購票12306的出現無疑改變了人們購票的

方式，火車站徹夜冰冷的守候被屏幕前的頻繁刷票所

取代，不變的是，仍然「一票難求」。網站購票最高

峰期間，每秒鐘出票1,032張。一對來自湖南湖北的

「廣漂」情侶劉品和凌燕計劃回鄉訂婚，由於廣州到

湖北宜昌的車一天只有4趟，為了確保搶到這張「通

往幸福的車票」，他們半個月前便發動一班好友組團

上網搶票，但

每天花數小時

在電腦前不停

刷票的辛苦過

程，卻十分慘

烈。

■《中國

青年報》

考慮到春節後是員工離職的高峰期，重慶市江北區
的老闆謝先生為了留住員工，花了38萬元人民幣，買
了100台XBOX ONE電子遊戲機，計劃在新年上班

的第一天，當提前發放春節獎勵。
謝先生目前在兩江新區開了一家軟件公司，員工多以80後

和90後年輕員工為主。元旦日當天下午，他請來兩名「力
哥」將買到的100台XBOX ONE遊戲機一起搬上了車。
蘇寧觀音橋超級店店長劉女士表示，謝先生購買的

100台BOX ONE遊戲機去年9月才上市，是帶體感功
能的高配版，總價接近38萬元。「為了讓謝先生能夠
買到100台現貨，我們向周圍3家門店調貨，才備齊了
所有貨源。」 ■《重慶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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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尋人啟事前日在
網上傳播。河北邯鄲人
武燕強在脖子上掛着尋

人信息的牌子，站在北京大
悅城附近的街邊。由於電台
播一遍尋人信息就要400元，
武燕強惟有採取這種尋子方
法，他現已報警。
武燕強十幾年前就和妻子

來北京打工掙錢，因為老家
沒人照顧兒子輝輝，去年初
才把輝輝帶來北京。武燕強
說，輝輝今年 14 歲，身高
160cm左右。「上月27日那
天下午，輝輝和我一起去隔
壁村送一車煤，回家之後我
就去給車補胎，他媽媽在家做飯。輝輝這個時候就不見
了，但是我們以為他去鄰居家玩兒也沒多想。」到了晚
上，飯都做好了，輝輝還沒回來，武燕強夫婦開始擔心，
才四處尋找輝輝。 ■《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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