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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手机借不借，6成市民答YES
记者在菏泽街头调查；几经犹豫，6成市民最终掏出了手机

借手机的市民说

我会把手机借给感觉可信的人
本报记者 崔如坤

尽管以借手机打电话的名义行骗
的事时有发生，不少市民也或听说或
遇到过，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去帮助别
人甚至陌生人，只不过这些不和谐的
现象，让他们会在帮助他人的时候多
个心眼，留点心。

23日17时许，家住长江路附近的郑
女士，在牡丹路与长江路交叉口附近等
丈夫回家，记者走过去称：“大姐，我有急
事，可手机没电了，又找不到公话，用一
下您的手机吧。”43岁的郑女士一边打量

记者，一边慢吞吞地掏出手机称：“你把
要打的手机号给我，我给你打吧。”

记者问道：“你这么谨慎是不是担
心被骗？”她告诉记者，听在上海工作的
孩子说过一些陌生人故意搭讪行骗的
事，但没遇到过。“我怕把手机借给你
后，你跑了怎么办？但我又是一个心软
的人，看到人家需要帮助，还是会帮助，
只不过提供帮忙时多了个心眼。”

像邓女士这样，面对记者的求助，
虽然有所防范，但最终还是答应帮忙

的市民占了大多数。他们有被骗的担
心，但他们更富有善心。

“估计这条路没有电话亭，用我的
手机打电话吧。”家住牡丹北路的张女
士看到记者慌张地到处向市民借手机
打电话后，立刻将手机递给了记者，并
让记者不要慌张。

“社会上那么多骗子，我会把手机
借给我觉得比较可信的人。”对于为何
将手机借给陌生人，张女士的回答很
简单。

不借手机的市民说

谁知道借手机的人是不是骗子
本报记者 董梦婕

经过一天的调查采访，记者发
觉，一些并不借给陌生人手机的市
民 也 很 想 帮 助 那 些 借 手 机 的 求 助
者，但是考虑到诸多方面的因素，出
于对陌生人的警惕，最终会犹豫甚
至直接拒绝。

“怎么敢把手机借给陌生人呢，手
机里面有很多私密电话，谁知道借手
机的人是不是骗子，即使不把我的手
机抢走，保不准想窃取我的手机信
息。”采访中一市民时先生告诉记者，

因为看过一些这类报道，所以遇到这
类情况会较为谨慎，不敢犯险。

时先生称，他手机内存的亲人的
电话号码都被简化，比如号码簿内父
亲的名字就输入为“老时”，以防手机
不小心丢失后，会有人给家人打电话
诈骗。

另外，记者发现，一些老年人对于
出借手机也十分谨慎小心：“现在骗子
太多了，不敢随便相信人，如果真遇上
骗子拿着我手机就溜了怎么办，我年

纪大了又跑不过年轻人。”家住开发区
的市民刘先生说，不借给陌生人手机
并不是心疼手机话费，而是为了隐私
和财产安全。

“在打电话的时候，手机被抢走及
以打电话为借口骗手机的新闻见过不
少，所以遇到类似的事情就会本能的
比较谨慎。”刘先生表示，信任建立在
了解的基础上，他会毫不犹豫将手机
借给认识的人，但是要将手机借给陌
生人就要谨慎许多。

本报菏泽11月23日讯(记者 董梦婕) 本
报11月23日B06版以《好心借电话，一不留神人
跑了》作了对东明市民好心借给陌生人手机，
陌生人却趁其不备跑了进行报道后，收到不少
市民的热线电话，不少市民称正因为太多此类
事件的发生，才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逐渐降
低。那么向陌生人借手机究竟会得到怎样的回
应呢？23日，本报记者上街调查。

23日，记者来到菏泽牡丹路、人民路等主
要路段，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行业的市民
进行调查采访。采访中记者也遭遇了各种各种
的情况，多数市民防范意识很强，但是最终会
将手机借出。

经过一天的走访调查，记者共随机向30位
市民提出了借手机的要求，经统计，其中有5人
爽快地将手机借给记者，14位市民经犹豫后最
终借出手机，另有11人找各种借口推三阻四婉
拒了记者的要求，出借手机的市民占总调查人
数的6成。

通过调查人群反应的结果发现，19位答
应出借手机的市民以年轻人居多，“觉得对
方不像坏人，而且借手机打电话又花不了多
少钱。”当问及为什么借给陌生人手机时，很
多年轻人认为，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道德现象
只是个别现象，借手机给别人打个电话的小
事，能帮就帮。

另外，很多市民表示，不借手机给陌生人
使用，归结于社会的诚信度在逐渐降低，调查
发现，很多市民都以直觉来衡量对方是否是骗
子，一些被调查市民表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
首先会先观察一下借手机的人，感觉眼神漂移
不定、神情紧张的人极有可能是骗子，不敢冒
险将手机借给这类人，对表情诚恳的求助者比
较放心，但是也会在借手机之后，提高警惕。

“看着统计数字觉得挺欣慰的，从学校毕
业时都说社会险恶，各种诈骗的报道更是让人
心寒，不知道遇到困难时候，社会是否还有真
情在，这个调查数字交上了一张不错的答卷，
也解了我心中的疑惑。”一市民看到统计数字
后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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