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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话题

□见习记者 李林润

近日，网友“紫色的面包”在本报公众微信
平台留言称，今天去一公共厕所方便，进去一
看，我的天啊！真脏啊！各种便后不冲水，太恶
心人了！便后冲水真的那么难吗？

调查

3月 30日上午，记者看到网友“紫色的面包”
的留言后，对我市文明如厕现象进行了采访调查。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市区文化路与建设路交
叉口附近一公厕，刚进公厕便闻到一股难闻的气
味。记者注意到，虽然公厕内的墙上贴着“来也
匆匆，去也冲冲”的文明标语，但不少市民视若
无睹。

“最烦上完厕所不冲水的人了，太没素质了。
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上厕所时碰到别人没冲
水，啥感觉？”采访中，有市民表示，有些人可能
是忘了，但有些人是压根儿就没在意，缺乏基本
的文明素质。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市区人民路与交通路交
叉口一大型超市的公厕，以及滨河路上的部分公
厕，发现仍有不少人不能做到文明如厕。

网友“思想家”：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如厕之
后没有冲水，正好有保洁员打扫，就说了一句，请
冲水。然后那个人可就不乐意了，说话特别难听。
他自己错了，还怪别人，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网友“黑小咖”：如果都把公厕当成自己家的
厕所，还会有那么多人不冲水吗？我认为便后不冲
水的人根本就不考虑他人感受，缺乏起码的公德
心。请问用手轻轻按一冲水按钮真的很难吗？

网友“飞剑”：我觉得如厕不文明的不仅仅是
便后不冲水，还有一些人在厕所门板上乱写乱画，
还有人洗完手后不关水龙头等等。厕所虽然不大，
但是却能看出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公厕是一座城
市的形象窗口，除了管理者做好保洁工作、完善设
施外，如厕者也需要提高文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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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刘彩霞

3月 29日，网友“晴天不出门”
在朋友圈发消息说：“看看这些小鱼
吧，大小和瓜子差不多，怎么舍得把它
们捉来卖呢，太可惜了！”

网友“风淡云轻”：这么小的鱼都

被捕，这不是破坏生态吗？
网友“相信真爱”：这就叫杀鸡取

卵、竭泽而渔吧。
网友“谁是谁的谁”：没有了小

鱼，哪儿来的大鱼？小鱼不能过度捕
捞。

3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市区汉江
路与嵩山路交叉口东北角，找到了网友
所说卖小鱼的几个摊贩。

只见路边的人行道上，放了几个盆

子，盆中有分拣好的大鱼、小鱼和虾。
记者看到，有的小鱼比瓜子大一些，有
的则像花生那么大。这些小鱼并没有像
大鱼一样放在水中，而是堆在盆中，许
多小鱼早已死去。

“这些小鱼是你们捉的吗？”记者询
问一位卖鱼的大婶。“刚捉的新鲜河
鱼，假了不要钱。”对方回答。

“这些鱼这么小，为啥不让它们长
大再捉来卖？”记者问。卖鱼的大婶边
分拣鱼边说：“这都是网上捕的，这是
船丁鱼和爬爬鱼，就长不大。”

记者采访时，不时有市民来此处买
鱼。因为这些鱼贩声称都是河鱼，不是
人工饲养的，价位虽然高些，但还是有
市民来购买。

记者了解到，这几位卖鱼的基本上
常年在沙河或者澧河中捕鱼。他们捕鱼
主要方法就是用粘网或者迷魂网，无论
大鱼小鱼，只要钻进网中或者网眼，就
跑不了了。

记者随后沿河查看，果然看到河中
有人在布撒粘网。

那么，对捕捞小鱼的行为，我市相
关部门又有怎样的看法呢？市农业局水
产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相关法
规，河道内是不准捕鱼的。特别是春季
正是鱼产卵时节，更不允许进行破坏性
捕捞。虽然管理部门经常进行治理打
击，但防不胜防。近期，多部门将进行
密集联合执法，清理非法捕鱼用具，加
大宣传力度，确保渔业资源不受破坏，
以维持河内自然生态平衡。

瓜子大的小鱼捉来卖 网友喊可惜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刘彩霞

3月29日，网友“我心永恒”在
朋友圈发消息称：“市区海河路上有人

把车停到路边停车位，车身上还喷涂
有‘霸气’广告，真是让人惊呆了。”

3月 29日上午 11时，记者来到网
友所说的市区太行山路与海河路交叉

口附近，看到了网友所说停放在路边
的“广告车”。

仔细观察后，记者发现车辆的确
停在路边停车位里，占去不少路面，
车身全都布满灰尘，前挡风玻璃已经
花了。在车身的外侧和后面，都被红
色的喷漆醒目地喷上“十元洗车”的
广告语。车身后面的挡风玻璃上，不
但有广告语，还喷上了箭头，示意洗
车店所在位置。

“第一次见有人这样做宣传，之前
在这条路上从来没见过。”居住在附近
小区的市民说。

不少路过的市民对车上喷字的宣
传方式感到新鲜的同时，也觉得一直
停放在路边的公共停车位上，有些浪
费道路资源。“这个面包车停放在路边
车位上好几天了，估计是报废车才被
喷上字放在这。”路过的市民吴先生无
奈地说，“现在市区的停车位也十分紧
张，如果是为了趁着修路，为了给自
己做宣传而一直占着停车位，这也太
不道德了。”

车身“霸气”广告 惊呆网友

□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刘彩霞

“骗子冒充朋友，借用银行卡转
账，幸亏被我给识破了，好险。”昨
日，市民鲁先生在朋友圈发消息说，他
还把与骗子的聊天内容截图发到了朋友
圈，提醒大家不要上当。

3月 29日中午，鲁先生的QQ有消

息提醒，有一位叫“刘丹”的女网友请
求加为好友。鲁先生说：“我正好也有
一个在物流公司的朋友叫刘丹，以为是
她，就加了。”

加了好友后，“刘丹”热情地和鲁
先生聊天，过了一会儿，“刘丹”就问
鲁先生能不能帮她一个忙。对方说，一
个亲戚向她借钱，她怕将来不好要账，
想用鲁先生的银行卡把 5000元钱转给
对方，好让对方明白是借人家的钱，以
后好催要。

“我当时就有点疑惑，这个朋友好
久没联系了，怎么会没说几句话就让帮
这样的忙。”鲁先生说。

“我想和你聊聊，告诉我你的电话
吧。”鲁先生进行试探。“我手机掉水里
了，现在在手机店修。”“刘丹”推辞
说。此时，鲁先生感觉更不对劲。

对方觉察到诈骗行为被识破，没有
便宜可占，便不再说话。又过了两分
钟，突然在QQ中删除了鲁先生。

随后，鲁先生联系到了朋友刘丹，
把刚才的事向她说了一遍。刘丹很是惊
讶，她说近来已经有多位朋友告诉她，
有人用和她一样的名字进行诈骗。

鲁先生随后拨打“110”报警，希
望警方加大力度打击网络诈骗犯罪，不
要让不法分子得逞。

借卡转账？遇见这事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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