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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碰瓷催热汽车“黑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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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7 日讯(记者
张照朋) 今年以来，陆续发生
几起司机助人反被讹事件，没
想到这个社会道热点话题迅
速“传导”至经济领域。7 日，记
者走访日照市多家电子市场
以及汽车装饰美容店了解到，
被称为汽车“黑匣子”的行车
记录仪悄然兴起，进入有车一
族的视线，这也引起不少市民
的质疑和反思。

“今年刚买了辆君越，开
车我还是个新手，看网上关于
碰瓷啊、交通事故纠纷等事件

不少，这不今天过来看看给爱
车配一部黑匣子。不过，杜绝
碰瓷和恶意交通纠纷更应该
靠社会公德。”7 日，家住东港
区的张先生在一电子科技市
场内说。

记者走访发现，科技城内
出售这类产品的店铺并不鲜
见。在兴业王府大街电子科技
城经营电子产品销售生意的
商户刘祥平说，所谓的汽车

“黑匣子”，其正式名称为“行
车记录仪”，其实就是一个车
载录像机，安装在汽车前挡风

玻璃附近，当发动引擎后便可
以录像录影，透过高清镜头将
车辆行驶途中的影像及声音
完全记录，“如果车辆在行驶
当中遇到交通事故或有碰瓷
状况时，可查看行驶仪中记录
的当时影像，就可以知道事件
真相了。”

据他介绍，近段时间很
多车主过来咨询是否有行车
记录仪出售，鉴于顾客需求，
他的店里在一个多月以前刚
刚进了一批行车记录仪，价
格在 200 元到 600 元之间，更

有价格高达上千元的高清记
录仪。

对于车辆安装行车记录
仪这一现象，记者 7 日咨询了
日照市交通警察支队。据一位
工作人员介绍，对于车辆的改
装安装有严格的明文规定，但
对于车主安装行车记录仪这
一行为还没有具体法律法规
来要求约束。如经鉴定影像属
实，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他同
时建议，在安装时尽量不要对
驾驶员行车视野造成遮挡，从
而避免影响行车安全。

从“彭宇案”到广东一市
民扶起倒地 7 0 多老太遭诬
陷，引起了人们关于道德的大
讨论。做了好事的害怕，没做
好事的也担心坏事主动上门。
这一担心产生的副产品是行
车记录仪的火热销售。

从买者的动机来看，更多的
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心理。开
车在路上，时刻怀揣戒心担心被
路人“伤害”，心里肯定不是滋
味。而另一个角度，路上的行人
被安装了行车记录仪的车主时
刻“监视”，成为潜在的讹诈者，

心里又是怎样的滋味？
行车记录仪热销如同拷问

着社会的良知，拷问着人们见
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如果仅仅靠一件记录仪去承担

“良心”的角色，社会道德又从
何谈起呢？本报 9 月 13 日曾报

道，日照一男子骑摩托车遭遇
车祸晕倒在路边，幸遇一热心
路人相助，将他送往诊所救治
后悄然离开。在信任遭遇危机
的今天，社会公众的诚信意识、
责任意识是小小的行车记录仪
无法承担的。 (张永斌)

行车记录仪“拷问”诚信

本报 12 月 7 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
员 陈龙霞) 男子开车肇事致人死亡后
逃逸，12 月 3 日，莒县交警辗转于黑龙江
省等地，蹲守半个月，终将肇事者抓获。

2009 年 6 月，莒县招贤镇的崔某驾驶
一辆客车在 206 国道行驶时，将摩托车驾
驶人任某撞倒，任某当场死亡。崔某见四
周无人，随即逃跑。在崔某逃亡期间，民警
多次组织抓捕，但始终没有找到崔某。

今年清网行动开展以来，莒县交警对
该案重新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崔某早已丧
偶，但有一儿一女，女儿 12 岁，已辍学在
家，儿子才 8 岁，生活起居只得依靠年迈
的父母。

经分析，幼小子女及年迈父母在家，
崔某应该与家中有联系，民警遂多次走进
崔某父母家中，耐心细致地宣传法律政
策，希望其父母敦促崔某尽快投案自首，
但经过数次走访，仍然没有崔某的任何消
息。

后来，民警经过多方打听，获悉崔某
在黑龙江省有个亲戚，潜逃黑龙江的可能
性较大。

民警立即赶赴黑龙江省，并找到了崔
某的远方亲戚，但其矢口否认见过崔某。经
验丰富的民警判断崔某应该潜伏该地，于
是没有立即返回，而是在附近居住下，四处
打探消息并多次到崔亲戚家附近蹲守。

15 天之后，民警终于获得线索，得知
崔某在哈尔滨市区一建筑工地打工，在大
庆市公安局红岗分局的帮助下，经过严密
的布控和查堵，民警一举将逃犯抓获。

崔某交代说，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也有
过争斗和徘徊，但最终还是心存侥幸选择
了逃亡到底。目前，崔某已被刑事拘留。

黑龙江蹲守半月
民警抓回肇事司机

▲ 7 日，销售人员演示行车记录仪所
拍车辆夜间行驶画面。

摆放在柜台上的行车记录仪。
张照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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