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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河堤晕倒 景区保安拨打120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实习生 姚
一鸣） 6月26日早上6时许，沙澧河风
景区交通路沙河桥西侧南岸河堤上，
一位晨练的市民突然晕倒在地，额头
也破了，流了不少血。景区值班的保
安王立勤看到后立即拨打了“120”。

“当时我正在河堤巡逻，看到地上
躺了一名男子，大概四五十岁，穿着
短袖、短裤和运动鞋，看起来像是来
晨练的。当时男子额头流了不少血，
嘴里还有白沫溢出来，叫他也没反
应，看着可吓人。”王立勤告诉记者，
感觉这位男子的情况比较严重，他就
赶紧给附近巡逻的同事打电话，随后
拨打了“120”和“110”。

害怕男子躺在地上受凉，王立勤
和几名同事把他的头部垫起来后，就
暂时在边上观察。几分钟后，民警和
医院的急救车相继赶来，民警想通过

男子的随身物品寻找其家人，但发现
他并没有带证件或者手机。医护人员
给男子测了血压，然后对他进行了简
单的急救，男子慢慢恢复了意识，身
体也能动了，逐渐自己能坐起来活
动，语言能力也恢复了。

“医生建议他去医院检查，但男子
说不想去，问他姓名、家庭住址也不
说，我们想送他回去也不让。休息了
一会儿后，他自己走下河堤往南去
了。”王立勤说，医生说这名男子可能
头部受过外伤，病情应该比较严重，
这样的情况不应该一个人出门。

沙澧河风景区第七标段保安分队
长陈海福告诉记者，这种事情之前也
碰到过，家里有身体不好的病人或者
老人，他们外出的时候尽量有人陪，
或者让他们随身带着联系方式，有什
么情况好联系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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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于文博） 6 月 26
日，沙澧河风景区交通路沙河桥桥北
西侧的河堤上，一位女子跳河轻生。
早起晨练的张先生和景区保安奋力施
救，女子最终平安无事。

当天早上 5 点 40 分左右，市民张
先生在事发地点附近准备游泳时，看
到一名女子边打手机边向河里走去。
张先生感到事情不妙，便赶紧向女子
所在的方向跑去。到河边后，他衣服
也没脱，就跳入河中，一把拉住了女
子。此时该女子的头部已经浸入水
中，喝了不少河水。张先生将女子拉
向岸边，在岸边的景区保安将两人拉
上了岸。

“救上来后，我
看没啥事，安慰了
女子几句就走了。”
记者采访时，张先
生说，“没啥，谁看
见都会这样做的。”

随后，记者与

参与救人的景区保安取得了联系。陈
胜涛是保安队长，当时也在救人现
场，他告诉记者，女子轻生时，他和
同事也看到了，因为距离较远，他们
一边赶往河边，一边拨打了“110”，
女子被救起后，他们劝导该女子时得
知，她是因为与家人生气，一时想不
开，才跳河寻短见。

“因为救得及时，这名女子并无大
碍，大家让她坐在台阶上，舒缓了情
绪以后，现场的民警就将她带走了。”
陈胜涛说，“人不管遇到了啥事，也不
能轻视自己的生命啊，是坎儿总会过
去的。”

□本报记者 尹晓玉

6月26日上午9时许，市区辽河路
一家超市内，市民李云挑选了一些蔬菜
和水果后，走到结账处拿出手机，熟练
地扫二维码完成支付。学会了手机支付
后，李云每天买菜连超市的充值卡也不
带了。如今，我市逐渐进入“无现金”
消费模式，到烟酒店买烟、小饭馆吃
饭、水果摊买水果都可以用手机支付。

现象 手机支付在我市逐渐流行

记者走访发现，使用手机收付款已
经遍地开花。不仅大型饭店、商场支持
手机支付，就连许多路边小店、甚至地
摊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很多小店的橱窗
上、收银台上都贴着二维码。

市区辽河路一家小型烟酒店的柜
台处，支付宝和微信的二维码特别醒
目。“店里卖的都是一些小东西，许多
顾客在找零钱时，都问能不能用手机
付款，我就去制作了支付二维码。现
在流行这样，小店不跟潮流也要被淘
汰啊。”店老板告诉记者，手机支付还
避免收到假币，省了很多麻烦。

“原来觉得手机支付可能不好学，
像我年龄大的肯定弄不成。最近，我
发现很多小饭馆都能用手机付账了，
感觉再不赶上，生意就得受影响。我
让俺孩儿给我做了个二维码，教我咋
操作，其实挺简单的。”黄河路一家热
干面店的老板杨先生告诉记者，进店
吃饭的很多客人都喜欢用手机支付。

“这就是与时俱进。”近日，家住
郾城区井冈山路附近的杨乐在朋友圈
分享了一张水果摊上摆放着支付二维
码的照片。“在家门口的水果摊买西
瓜，老板说微信、支付宝都能付钱，
我一听都惊呆了，以后出门带个手机
就可以了啊。”杨乐说。

体验 菜市场买菜也可手机支付

中午出门用手机叫车到饭店吃了
一碗小面，在饭店旁边的一家店内买
了一件T恤，又在美甲店做了指甲，然
后去超市买了些水果，下午 6 点回到
家。这就是“90 后”女孩海燕的周末
生活。“夏天背的包比较小，我出门基
本都不带钱包，现在很多地方可以微
信支付，拿着手机就行了。”海燕说。

不仅年轻人喜欢用手机支付，老
年人也开始跟潮流了。“最近在儿子的
指导下，用微信绑定了银行卡，买东
西付款真方便，菜市场也有可多摊位
能用手机支付。”今年 61 岁的陈阿姨
说，紧跟潮流让她觉得年轻了不少。

6月26日中午，在市区交通路与老
街交叉口附近的一家小店，只带了100
元现金的苏大妈选中的东西却要 135
元，正在纠结时，老板问她是否会用
微信发红包，苏大妈迅速拿出手机，
用微信红包将钱转给了老板。“现在俺
这些年龄大的人出门说不会用手机付
款，都不好意思了。”苏大妈笑道。

提醒 手机支付需注意账户安全

“出门买东西，我还是习惯用现
金，我没有绑定银行卡，微信钱包里只
有少量零钱，也没有开通支付宝付款，
总感觉扫一扫就能支付不安全。万一手
机丢了岂不是很麻烦。”市民孙先生
说。记者调查发现，像孙先生一样担心
手机支付影响账户安全的人也有不少。

“手机支付不要绑定存款额度大的
银行卡，可以定期将银行卡里的钱转
出一部分放在微信钱包或支付宝用于
日常消费。转账后立即将银行卡解
绑，这样账户也能相对安全一些。”泰
山路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6月25日，临颍网友“飒立风中”
在朋友圈发消息说：“今天才知道，我
爸竟然是个打火机收藏迷，十多年来
收藏了各种造型的打火机近百个。”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网友“飒立
风中”家中进行采访。网友“飒立风
中”告诉记者：“6月25日，她拿回家
一个有打火机功能的钥匙链，跟家人
一起聊天说起来时，她爸爸忽然起身
去房间，之后提了个袋子出来了。“我
当时拿出来一看，全是各种造型的打
火机。”网友“飒立风中”说，之前她
并不知道爸爸收集打火机。

网友“飒立风中”的爸爸陶先生
告诉记者：“收集打火机是在2000年左
右，当时跟朋友一起喝酒，酒盒里送
了几个 《红楼梦》 中十二钗图像的打
火机，我便想着收集一套。”

“象棋造型的收集了五六个，还有

腰鼓、西瓜、轮船、手枪、飞机等造
型的。”展示着收集的打火机，陶先生
很开心。陶先生表示，有些打火机是
他遇到的，也有是从朋友处和外面买
来的。“有的被我儿子拿走玩了，有的
是被朋友拿走了，后来还搬过一次
家，最近几年我也没像之前那样刻意
去收藏了。”陶先生说，由于各种原
因，目前他只剩下这么多的打火机，
如果不是女儿拿回来一个打火机说功
能强大，也没想着把收藏拿出来展示。

陶先生收藏的部分打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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