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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领洗衣粉 却被注册“借贷宝”
市民担心个人信息泄露

本报讯（记者 杨 光）有人在小区门口
吆喝免费赠送洗衣粉，只需要拍照和身份证
就行，引起不少市民注意，有人兴高采烈地
领了洗衣粉，但有人却对此事产生怀疑。5
月11日下午，市民王先生就碰到了这样的事
情，经过他刨根问底地询问，才被告知在领
取洗衣粉后，个人信息就会被注册一个叫

“借贷宝”的软件。“这个软件我们都不了
解，推销者也说不出这个软件的作用和影
响，我现在很担心个人隐私被泄露，甚至被
别有用心的人拿去做其他事。”王先生忧心
忡忡地告诉记者。

声称送洗衣粉 其实是推广软件

5 月 11 日下午 5 点半，记者接到爆料
后，立即赶往现场。在海河小区东门口围了
不少市民，这里有一个临时摊点，桌子上放
了几袋洗衣粉，桌子上挂的一块红布上写的
是“厂家推广，免费送礼品”几个字。有两
男一女三个年轻人拿着手机，正在给领取洗
衣粉的市民拍照，他们要求被拍照者做出眨
眼、张嘴等动作。

记者问其中一位推销者吴先生，这是在
推销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流程。这位吴先生
说，这是正规厂家推广，只是利用互联网平

台，是合法的，拍照片是为了和身份证上的
照片进行比对。吴先生拿出了两份授权书让
记者看，记者发现，其中一份授权书是北京
一家网络公司，推广的是一个叫“借贷宝”
的手机软件。记者问为什么没有和市民说清
楚，吴先生说，推广的流程就是这样，但并
不骗人。“我们这个就是相当邀请了一个用
户注册账号，对个人没有影响。”吴先生告
诉记者，这个软件是一个新软件，现在是推
广阶段，赠送活动只是一种推广手段，并没
有保留客户的任何信息。

推广者有隐瞒 市民感觉受骗

家住海河小区的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当天下午4点多钟他出门时，发现一群人围
在小区东门口，参与这个免费赠送洗衣粉的
活动，但需要进行拍照，然后用手机录入身
份证信息，才能免费得到一大袋洗衣粉。

“当时他们告诉我这是洗衣粉厂家的一
个推广活动，其余的并没有说，我就录入了
个人信息。”王先生告诉记者，拿到洗衣粉
后，看到袋子背面印的内容确实是厂家的一
个推广活动，给厂家打了电话核实，证实了
这个活动。但回头想想，越来越不对劲。

“既然是厂家的推广活动，为啥要隐瞒真

相，这是出于什么目的。”王先生说，推销
者不主动出示授权书，对注册软件的事情也
不提，这很让人怀疑他们的动机。

得知自己的身份信息被注册了一个手机
软件账号，海河小区的居民很愤慨。“当时
我以为他们就是一个简单的活动，就同意进
行拍照，但这样隐瞒事实涉嫌欺诈。”海河
小区居民张女士告诉记者，在场的居民对这
个软件都不了解，却都被糊里糊涂注册，如
果有人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和照片进行违法勾
当，肯定会影响自己的信誉。

个人信息有泄露风险

当晚7点多，市公安局沙北分局民警出
警，记录了这些推销者的身份信息。

尽管推销人员口口声声说个人信息绝对
没有泄露，但在场居民不认可，要求立即
注销账号。“我们只是做这个任务，并没有
把用户的个人信息记录到手机上。”吴先生
告诉记者，记录信息是为了避免重复领取礼
品，他们给软件拉用户挣提成，全国不少城
市都在推广，希望大家相信事实。

针对这样的推销方法，记者也进行了咨
询。我市银行系统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借贷宝这类手机软件属新兴事物，法律上目
前还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一旦产生纠纷，
很难追究责任。大部分网络诈骗都是个人信
息泄露导致的，送礼品注册账号的活动正是
搜集了大量个人信息，如果个人信息泄露，
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这种营销活
动不管是真是假，都会产生一定的风险。

河南盈硕律师事务所律师秦宏告诉记
者，随意散播个人信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法》相关规定，如果有人用这些信息进行融
资借贷，给公民财产造成损失就涉嫌犯罪。

（线索提供者陈先生获奖励50元）

本报讯（记者 张玲玲）“我出去不到5分
钟的时间，放在办公室里的钱包和手机就被
偷走了。”5月11日，市民张先生拨打本报新
闻热线反映，他希望给市民提个醒，保管好
自己的物品，以免造成损失。

刚上班，手机和钱包就被偷

张先生是沙北医院的一名医生。5月11日
早上，张先生像往常一样来上班，让他没想
到的是，刚上班5分钟，他的手机和钱包就被
偷走了。而这一过程，被走廊里的监控记录
下了。记者在监控录像里看到，5月11日早上
7点28分，张医生来到三楼，打开门进入办公
室后，随即端着一个脸盆走向位于走廊西头
的洗手间。7点29分，一名左手拿提包、右手
持手机打电话的男子在走廊里转一圈后，来
到张医生办公室门前，一番东张西望后，进
入里面。20秒后，男子走了出来，再次左右
观望后，进入室内。7点30分，男子从门缝里
探出身子望了一下，又进入室内；15 秒后，
男子迅速从室内出来，向楼道跑去。7 点 33
分，张医生端着脸盆从洗手间回到办公室。

“前一天晚上下班时，我把白大褂泡在脸
盆里，所以早上一上班我就端出去洗了，洗
完回来把手擦干，我往挂在衣架上的包里找
手机时，发现手机不见了，再一翻包，钱包
也没有了。”张医生说，意识到手机和钱包被
偷后，他就去调取监控录像查看情况，并报
了警。“手机价值3000块钱，钱包里有1000多
块钱现金。”

11天前，一位医生的手机被偷

记者采访了解到，这已经不是医院医生
第一次丢东西了。4月30日，该院一位医生价
值5000多元的手机在办公桌上被偷走。“当天
中午 1 点多，我在办公室的电脑前整理病历
时，有病人来了，我就带病人去隔壁的治疗
室去治疗，回来后，发现放在电脑旁边的手
机不见了。”该院何医生说，“我以为是自己
放错地方了，就去值班室、治疗室找了一
圈，但找不到，拨打电话发现已经关机了。”

何医生说，前后也就3分钟的时间。监控
录像显示，一名男子进入何医生办公室后，
几秒后就小跑出来去了楼道。“两次偷东西的
是同一个人，虽然换了衣服，第二次没有戴
帽子，但通过走路的姿势、面部表情，还有
偷东西之前的一系列动作，我一眼就认出来
了。”何医生告诉记者。

提醒：看好自己的物品

“小偷的胆子太大了，当时不断有患者家
属、医生、保洁员从我办公室门前经过，他
还敢进去偷。”张医生说，“我也大意了，要
是当时把门锁上，或者把包放在抽屉里上
锁，估计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何医生说，通常情况下，病人多的时
候，医生只顾着看病，很容易忽视自己的物
品，所以想提醒医护工作者，在工作时一定
要看管好自己的物品，以免给自己造成损失。

本报讯（记者 朱 红）“文化路南段一
个小区门口的路，几乎都被卖菜的堵严了，
走路还好，如果开车出行，就很难走了。”5
月9日，市民谷先生向记者反映。

5月9日10点左右，记者来到谷先生所
说的小区。该小区位于文化路与湘江路交叉
口附近，南侧一栋楼的墙上标示着“文化路
86号”字样。在该小区门口，记者看到三辆
卖菜的三轮车在小区门口的北侧，不时有居
民停下来买菜。往小区里面走不了几步，就
会看到门口南侧也有卖菜的三轮车停留。该
中年妇女说，她在这个位置卖菜已经几年
了，小区居民经常买她的菜，很快就能卖
完。当记者问：“在门口卖菜，门口就变窄
了，不影响居民进出吗？”“有啥影响的，居
民在门口就能买到菜，省时间又省事儿，多
方便呀。”该中年妇女说。

谷先生告诉记者，其实这个进出口并不
算窄，但由于卖菜的三轮车停留，加上买菜
的人在旁边挑选菜，才导致经常进出拥堵。
特别是早晨临上班那一会儿，干着急，车就
是动不了。

在该小区居住的李女士告诉记者，有时
候她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出这个门时，
也感觉很难通行，无论你怎么按喇叭，无论
买菜的，还是卖菜的，都毫无动静。“那个
时候真是急死人了。”李女士说。

谷先生认为，从一定角度上，这些摊贩
确实方便了居民卖菜，但是带来了更多的问
题就是挡道。另外卖完菜后，还会留下一些
烂菜叶子等垃圾。

“其实不远处就有建新路农贸市场，居
民买菜也不难，还是希望相关部门来管理一
下，占用小区门口两侧的道路卖菜，总归不
合适。”谷先生说。

菜贩停在门口 居民进出不便

男子医院里行窃
俩医生财物被盗

监控拍到行窃男子。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推广软件者在小区门口摆摊。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小区门口占道经营的菜贩。 本报记者 朱 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