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称骑行游玩遇困难沿街乞讨，见警察前来相助却推车想溜

骑骑友友求求路路费费，，街街头头““新新骗骗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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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事件

头戴骑行头盔，身穿骑行服，身旁还放着两辆山地车，地上写
着“骑行太饿，临时困难”的字样。近日，运河城附近再次出现两名
身穿骑行服乞讨的青年，很多热心市民纷纷解囊相助。当市民拨
打110替其求助时，两名青年却推车就走，后经民警确认，两人均
为贵州籍青年，靠行乞方式筹集路费到处游玩。民警对其批评教
育后，其中一青年答应返乡。

20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共
青团路与太白楼路交叉口，两名
青年正蹲在路口东北角行乞。记
者看到两人都身穿迷彩骑行服，
头戴骑行头盔，面纱遮住了脸
部，无法辨认模样。在两人身前，
放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骑行
太难，临时困难求20元。”等简单
介绍。白纸一侧还压着几张一元
纸币和若干硬币。在他们身后停
放着两辆山地车，其中一个后车
座上绑满了行李。

由于青年所处位置人流
量很大，过往市民经过时都会
停下观看。出于同情，很多市
民纷纷慷慨解囊。5元、10元、
20元……短短十几分钟的时
间，就有七八位市民给青年塞
钱。“两个小伙子看着挺可怜
的，骑行本来就很辛苦，给他
20元钱不算啥。”市民孙女士
说，她很理解这些骑行爱好
者，对他们的行为没有丝毫怀
疑。“两个孩子年纪都不大，应

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但也有市民对此提出质

疑，怀疑这是不是新的骗术。
“去年也有两个人扮演骑行爱
好者，说是要点路费马上就
走，但却在在广场附近待了半
个多月。”运河城保安张先生介
绍，这两个青年已经待了至少5
天，每天都是从8点蹲到晚上6
点，很少更换地点。“如果真是骑
行爱好者，至少也会换个地方
吧。”张先生对此很质疑。

记者和两名青年攀谈，其
中一高个男子介绍说，他们从
四川来，原计划骑行到漠河。

“现在东北太冷了，骑行到秦
皇岛就回来了，到泰安就没钱
了，所以才讨点路费。”高个青
年解释，他们从四川出发时只
带了1000多元，如今钱花光
了，才想到用这种方式筹集路
费。但青年谈话中没有任何四
川口音，而当记者询问这几天
乞讨情况时，青年一直摇头说
不理想，称没几个人给钱。

这时，路边一市民拨打

110，想让民警来帮助他们，见
此两青年却立即收拾行李，准
备离开现场。“我们不需要帮
助！”两青年说着推车就走，被
记者拦下一个，另一个则早已
跑到了公交站牌处，一直回头
催促队友快走。

“你们不要拦着我！”高个
青年嚷着要离开，当听到110
警笛声时，更是将车子一摔，
厉声呵斥记者松手。直到民警
跑来，青年才停下脚步，此时
前面的队友早不见了踪影。

民警将该青年带至阜桥

派出所，通过身份证查询，该
青年姓潘，是贵州省凯里市
人。男青年称家人很反对自己
出来玩，离家时只带了1000元
钱，路费都是乞讨筹来的。由
于无法甄别青年是否为职业
乞讨者，民警对其批评教育
后，让青年尽快返乡。

“下一站去郑州，已经买
好车票了，回去好好找份工
作，到家以后就不这样了。”潘
某骑上山地车，出门去寻找另
一位朋友。

骑行者乞讨，市民质疑“新骗术”

见民警前来，两人却推车想溜

本报记者 路帅

一位小朋友正在给乞讨者递钱。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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