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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淇

一年一度的高考，是近期微信朋友
圈的焦点之一。6月 7日，记者点开微
信朋友圈，真切感受到网友们对于高考
的关心：祝福的话语、实际的行动，很
多网友为考生们加油。

所有好运送给考生

6 月 7 日，记者点开微信朋友圈，
发现一条条祝福高考考生的信息刷屏。

网友“晶晶”发帖称：“在最美好
的年纪，为了一件事用尽全力，那种感
觉很好！高考加油！”她告诉记者，就
是想为今年的考生们送上真诚的祝福。

网友“店小二”发帖：“高考实
苦，因为梦想从不廉价，小妹，加油
吧！老姐我只能护送你到校门口了。”

“妹妹今年参加高考，她进入考场
的时候我很激动，希望她可以实现自己
的心愿，考上理想大学。把最美好的祝
福送给她。”网友“店小二”说。

“今天要把所有的好运送给高考的
同学，加油！愿你们合上笔帽的那一
刻，有着战场勇士刀剑入鞘般的骄
傲。”网友“如何”说。

网友“黎黎”发帖：“六月是高考
季也是告别季，高考等于青春，再次祝
愿所有考生高考顺利！”“我刚大学毕业
没多久，每年高考时都能想到自己当年

参加高考时的感受，希望这些学生在学
会接受离别的同时，也能够珍惜当下所
拥有的，对未来多一些美好的期待。”
网友“黎黎”说。

开车送考生很开心

在微信朋友圈，除了网友们的祝
福，记者发现还有一些人以实际行动帮
助考生。

网友“纯卡”发帖：“送了两个考
生，希望他俩考出好成绩。”“今天进行
了爱心送考，感觉能为高考学生们服务
挺开心的。”网友“纯卡”说。“助力高
考爱心午餐已经送出，希望你们旗开得
胜，顺利通过考试。加油哦！”一家外
卖微信号发了这样一个帖子。

网友“仅仅一个”发帖：“今天开
车的朋友们，请不要鸣笛！当年我考大

学，差一分没考上清华，就是因为有人
鸣笛分神了。每家都有孩子，还请各位
车主朋友在这两天多为考生着想。”“没
有考上清华那个是开玩笑的。但是，发
这个帖子，还是很真诚地希望我微信上
的车主在这两天做到开车不鸣笛，特别
是走到考点附近的时候。大的事情可能
做不了，这种小事还是能够做到的，为
高考生们加油。”网友“仅仅一个”说。

高考首日，微信朋友圈满满正能量

网友异口同声 祝福考生好运

本报讯（记者 朱 红） 6月 6日
下午，在市区长江路紫禁城小区附
近，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自燃！巡
逻的城管执法队员立即上前帮忙，
将火扑灭。

6月 6日下午 4点多，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支队西城大队一中队执
法队员在长江路巡逻。突然，队员
李鸣发现一辆停在紫禁城小区附近
的电动自行车车尾冒出黑烟。当
时，车主手足无措。更严重的是，
黑烟还冒着，车座下面的储物箱处
又冒出来一个火苗！塑料等杂物燃
烧的难闻气味也出来了。同时，电
动自行车自燃引起群众围观。中队
长张红杰赶紧疏散群众，告诫他们
不要离太近。随即，队员李鸣立刻
拿出电动自行车储物箱里的衣物、
毛巾等杂物。队员徐英绮等几个人
用矿泉水浇火苗，将火扑灭，也将
损失降到了最小。

经检查，自燃是由于电动自行
车的线路老化，加上天热引起杂物
着火引起的。

看到原本已经燃烧起来的电动
自行车转危为安，车主连连道谢。

张红杰想提醒市民，夏季气温
高，电动自行车的线路要检查一
下，排除隐患，以防线路老化、粘
连而导致短路。

本报讯（记者 于文博） 6月 7日，
一名市民拨打本报新闻热线反映，市区
文化路与银江路交叉口的交通信号灯不
亮了，给过往的车辆、行人带来不便，
存在安全隐患。随即，记者对此事进行
了采访。

6月 7日上午，在文化路与银江路
交叉口，记者看到路口四个方向都设置
有交通信号灯，但所有的灯都不亮。车
辆、行人通过路口时，都放慢了速度，
小心翼翼地通过。

在路口观察了几分钟，记者发现，
因为没有红绿灯，机动车、非机动车和
行人在通过时杂乱无章，不同方向、不

同车辆同时通过，一些行人走在车辆中
间，很不安全。

“这种情况有半个月左右了吧！红
绿灯不亮，过马路很危险。”附近居民
王女士告诉记者。

“路口附近有几个比较大的小区，
通过这个路口的人和车都很多。大家每
次从这儿过，都提心吊胆的。尤其是晚
上，更要特别小心。希望相关部门赶紧
修一修吧！”王女士还说。

随后，记者将这个情况反映给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他
会将此事反映给相关工作人员，请他们
尽快到现场查看、维修。

本报讯（记者 齐 放） 6月 7日
上午 10点 30分许，在漯河高中南校
区附近，一位老大爷突然昏倒，民
警和志愿者立马施救。

据校门口附近手机店的老板谢
先生介绍，他当时正在店里，突然
听到门外扑通一声。他跑过去一
看，发现一位老大爷摔倒在地，就
连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老人晕倒后，校门口附近的民
警、医护人员、志愿者纷纷赶来帮
忙。几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医
生对老人进行了急救措施，随后测
量了血压。同时，围观群众纷纷给
老人扇扇子。

幸运的是，不一会儿这位老人
慢慢地坐了起来。随即，谢先生提
出把老人抬到他的手机店，在空调
屋里让老人凉快些。众人将老人抬
进手机店后，他慢慢恢复了意识，
说出了自己的家庭住址。

原 来 ， 老 人 是 来 送 考 生 考 试
的。现在身体不适，他就想回家。
随后，一位志愿者把老人扶到自己
的车内送他回家。

□本报记者 姚晓晓

如今，外卖走进了不少年轻人的生
活。家住市区泰山路的赵女士，就是一
名经常点外卖的年轻人。近日，她因为
点外卖而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烦恼：点外卖号码泄露

“因为现在的电话骚扰太多了，所
以在外边很少留自己的真实名字和电
话。最近点外卖的时候，发现可以匿名
点餐，我就用了‘七七’这个名字。没
想到，还是有骚扰电话不断打进来。”6
月 7日，赵女士告诉记者，近日，卖房

子的、装修的，还有销售理财产品的电
话，不时打进她的手机。更令她意外的
是，对方在电话中都直呼她点外卖时所
用的化名“七七”。

“每次这些推销电话接通后，对方
都很热情地叫我‘七七’。也就是说，
我虽然匿名了，但电话号码泄露了。”
赵女士说，显而易见，她的电话号码是
点外卖时泄露的。

建议：开启“号码保护”

众所周知，虽是一张小小的外卖订
单，但是包含了你的姓名、地址、手机
号和订餐偏好。这些信息一旦被泄露，

会留下不小的安全隐患。虽然不少外卖
平台推出了“号码保护”功能，但不为
公众知晓。6月 7日，记者打开一家知
名外卖平台的网站，随机选择了10家店
铺进行下单测试。记者发现，仅有 4家
店铺的提交订单页面含有“号码保护”
选项，但遗憾的是默认均为关闭状态。
也就是说，如果不注意，顾客点外卖
时，手机号码将泄露。

“既然有这个功能，为什么不默认
开启呢？我现在点外卖经常会试几家店
铺，哪个可以开启号码保护就点哪家的
外卖。”赵女士说，真心希望所有外卖
网站都有“号码保护”选项并默认开
启，保护好顾客的个人信息。

线路老化没发现
电动自行车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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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合力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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