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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社会

两男子落难德州得保安救助
感动之余，二人也报名当了保安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王

金强 通讯员 李丽丽) 11

日，两名甘肃男孩打工被骗流落

到德州，受到德州保安热心救助

后，二人深受感动，最终也报名

当了保安。

11日上午，在德州市劳动局

附近，两名神色迷茫的男青年在

附近唉声叹气地转悠。这一切被

一旁的德城公安分局保安大队

中队长赵洪臣看见了，向来好管

闲事的赵洪臣遂下车去和这俩

青年聊了起来。

原来，二人都是甘肃省武威

市松树乡人，一个叫王学鹏，另

一个名为郝长友。近日，他们与

乡里另外5名青年经人介绍到河

北衡水市一家工厂打工，干了不

到一个月后，才发现工作比此前
了解的要辛苦得多。他们不堪工

作重负，纷纷离厂，但所交的500

元中介费和这20多天的工资全

都泡了汤，再除去路费和生活

费，他们离家时所带的钱已所剩
无几。后来，王学鹏和郝长友凑

够身上仅有的钱买了衡水到德

州的车票。

二人由于人生地疏，找不到

合适的工作，流落于德州街头，听

人说劳动力市场有人才招聘会，

他们这才强打着精神过来，但到

了后才知道当天没有招聘会。

了解到二人的情况后，赵洪

臣给他们买来食物，又把他们带

到保安大队，安排队员帮他们换

洗一番。两名青年被感动得热泪

盈眶，见到周围满是穿着保安制

服的年轻人，不由得有了想“当

保安”的念头。

保安队员们见状，掏腰包替

俩青年交纳了报名费和服装费

等相关费用，而且还替他们当担

保人，办理了入队手续，使这两

名流落德州的外乡男青年得以

安身。

花上10元钱，保证骂什么都不还口

网上有人推销挨骂服务
本报记者 牟张涛

无证酒驾撞死人后逃逸

提供服务者多为青年

帖主表示自己想锻炼心理压力和

赚点生活费。记者和发帖的男青年取

得联系后得知，该男子今年20余岁，在

药店工作，因平时工作要微笑服务，在

网上看到有挨骂业务后认为自己也可

以提供，并且觉得这也是个商机，并且
要好的朋友得知后很赞同，也通过电

话等方式提供挨骂服务。

记者随后登录淘宝网，在输入“挨
骂”后，蹦出1500余条相关信息。记者

观察到商家近一个月的业务成交量最

多的达到227笔，在和商家的随机交谈

中记者了解到，商家多在30岁以下。商

家提供的业务多分为三级，一级可拨
电话骂，二级在QQ上骂，三级在旺旺

上骂。商家“陌生人”表示，自己接触的

顾客各行各业都有。

对于挨骂，商家普遍表示无所谓，

并且还有商家会很主动地和顾客交

谈，做好挨骂准备的同时又做倾听者。

商家“美女在线”表示很少有顾客破口

大骂，多是心理咨询，倾诉工作压力和

家庭情感问题的比较多。商家“宝贝不
哭”表示，开导别人是很开心的事情，

但也有很多顾客上来就骂，还要求做

出回应，所以在硬撑着表面的坚强后

心里也不舒服。

专家不赞同如此减压

对于挨骂服务，德州市心理协会

培训部主任王霞表示，骂人对于心理

压力确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从长期
来看会加重自身的心理负担，形成心
理疾病后治愈就会很困难。

她还表示虚拟网络同样是社会团

体，在虚拟世界中形成骂人习惯后会

不自主地带到现实生活中来，情绪控

制不住会做出过激的行为，并且因商

家不具备专业心理知识，可能会对顾

客有一定的误导，不仅不能缓解心理

压力，还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对于提供挨骂服务的商家，王霞

主任也不赞同他们的做法，“被骂会形

成或加剧自卑情绪，并且长期被骂会

影响自己的人生和价值观，造成心理

畸形，严重者可导致人格分裂。”她还

表示在虚拟生活中被侮辱，会在现实

生活中释放，遇到事情时会采取以暴
制暴的行为来回击别人。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王金强 通讯员 高忠

祥 李淑萍) 宁津县的贾
某只开过农用三轮车，但在
一次酒后竟私自开了厂里
的小客车出去练手，结果撞
上路人后驾车逃逸。10月12

日，宁津县检察院以涉嫌交
通肇事罪，依法对贾某提起
公诉。

被告人贾某住在宁津
县城西边的东张县村，在县
城东边的某厂打工，晚上负
责看厂子。7月31日傍晚下
班后，他骑电动车从厂里出
来，到县邮局路口地摊上喝
了四瓶啤酒，喝完酒后，又

回厂子看厂。晚上 8点多
时，闲来无事的他看到桌子
上有串车钥匙，就拿着车钥
匙想出去练练车。贾某先在
厂区内开着小客车转了两
圈，感觉不太过瘾，就自己
开了厂区大门，把车开出
去，想开车回家看看。

借助酒劲，贾某越开越
胆大，他沿着县城振华大街
由东向西快速开去。行驶至
西白村附近时，撞上由南向
北步行的孟某，致其当场死
亡。心里紧张害怕的贾某没

停车驾车逃回了厂子，后在
同事的劝说下到交警队投
案。

轻信贷款短信被骗三千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王金强 通讯员 史学

森 骆守明 马文奇) 缺
少资金的张先生收到提供
小额贷款的短信后，信以为
真，给对方寄去3000元保证
金，却再也联系不上对方，

方知被骗。

张先生今年42岁，武城
人。张先生9日上午收到一
手机短信，内容是某某可提
供小额贷款，利息低，然后
留下联系方式。这让因做生
意缺少资金的张先生喜出
望外，遂与短信上的电话进
行联系，对方是操南方口音
的人，称其在德州做生意，

与银行领导很熟，可以联系
办理小额贷款。

急于贷款的张先生深

信不疑，对方要求张先生先
将保证金3000元打到一账
户上，交完后可以在交款的
银行办贷款手续，张先生立
马照办。随后，他到银行咨
询，被告知仍无法办理贷
款，与对方联系时，对方的
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张先生
这才发现上当受骗，并报了
警。

德州市德城公安分局
经侦大队提示大家预防被
骗：注意各类电话、短信的
来源，一定要核实清楚，千
万不要抱有侥幸、怕麻烦和
自以为是的心理。对电话、

短信中透露的相关信息如
有疑问，一定要通过正规渠
道核实信息，不要急于转账
或透露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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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上10元钱就会得到骂不还

口的服务，近来德州贴吧一则手机

挨骂服务的帖子引起网友的关注。

心理专家表示，享受挨骂服务不会

从根本上释放压力，并且被骂者也

会在潜移默化中造成心理畸形，严

重者可导致人格分裂。

网上提供挨骂服务的帖子。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