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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对不起，父母生日我没记住”

青岛入户普查时发现，父母对孩子的了解远多于子女对父母的了解

本报青岛10月19日讯(记者

王笑) 在青岛进行第六次人

口普查的社区工作人员发现，

在入户调查人口情况时，绝大

多数父母对子女各方面的信息

了如指掌，但一些子女却难将

父母信息说全，甚至还有相当数

量的子女说，“对不起，父母生日

我没记住”。

19日，岛城市南区和市北区
7处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

他们在入户普查时遇到一个难

题，由于很多子女对父母的生

日、受教育程度、具体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等信息不了解，工作

人员不得不改日再访。

社区工作人员说，若是父

母在家时调查便会非常顺利，

父母对子女的生日、家庭住

址、受教育程度甚至身份证号

码都可以对答如流。

市南区宁夏路一社区居委

会工作人员介绍，在他们调查的

人群中，有近7成的子女不能将

父母信息一一说全。有些中学生

只能说出父母属相、职位，而具

体到哪年哪月哪日出生及单位

全称时，他们便不知了，甚至还

有不少已经工作的年轻人也无

法把父母详细信息填完。

19日下午，记者在青岛大

学门口随机对30名学生进行了

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父母生

日、父母最爱吃的东西、父母最

大的爱好、父母最常说的口头禅

等。其中有近一半学生只能写出

父母出生年份，而具体到哪天便

说不清楚了。对于“父母爱好”等

问题，大部分学生则表示“没注

意过”或“不太清楚”。

市民崔先生说，孩子对父

母的这种不了解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

交流没有很好的实现。青岛大

学社会学系孟天运教授也认

为，现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大多

是一种父母对孩子的纵向关

心，要使家庭关系更加和谐幸

福，就要变纵向为双向。“同时

社会、学校、家庭等各方还应加

强对孩子的道德感恩教育，多开

展相关活动，以营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

本报威海10月19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姜文纲) 威

海一盗窃嫌疑人落网后，利用长

相上的相似，竟冒用孪生哥哥的

驾驶证来混淆视听。为了尽可能

不露破绽，嫌犯还用硫酸除掉了

脸部的黑痣，黑痣是他和哥哥在

外貌上的唯一区别。

据介绍，10月上旬，威海环翠

区温泉镇发生数起盗窃电缆案

件，环翠警方经过大量排查后，将

犯罪嫌疑人锁定为聊城籍的打工

青年“王某甲”，并于9日将其抓获

归案。

审讯中，“王某甲”交代了数

次盗窃的犯罪事实，却不能出具

身份证，仅提供了一本驾驶证。按

照驾驶证上的姓名，民警在网上

调取了“王某甲”的户籍信息后，

发现其长相与户籍信息上的照片

相符，便以涉嫌盗窃罪将“王某

甲”刑事拘留。

而在18日，环翠公安分局接

到山西警方的协查通报，曾在山

西盗窃了一辆电动三轮车的犯罪

嫌疑人王某乙近期在威海市温泉

镇一带出现，请求协助抓捕。

民警在调查了王某乙的各项

信息后，发现这个王某乙竟然和

已经落网的“王某甲”长相一模一

样。原来，“王某甲”和王某乙是一

对孪生兄弟。

再次提审中，“王某甲”仍坚

称自己是王某甲，民警仔细核对了

王某甲和王某乙的照片，发现王某

乙的右嘴角有颗黑痣，而落网的

“王某甲”右嘴角仅有一些疤痕。

在大量证据面前，“王某甲”最

终交代，自己就是王某乙。他说，为

了逃避山西警方追捕才冒用哥哥
的身份信息，外出打工能出具的唯

一身份证明就是哥哥的驾驶证，且

为了不被旁人看出破绽，他用硫酸

将嘴角的黑痣去掉了。

威海舒美美容院的邢女士

说，祛痣有多种方法，其中一种就

是用带有酸性的专用药水。“硫酸

因为有腐蚀性，的确可以祛痣，但

肯定会留下明显的疤痕，使用硫

酸祛痣很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导

致毁容。”

为躲避警方抓捕出歪招

硫酸除痣，盗贼冒充孪生哥哥
户籍信

息上，王某乙脸

部有两颗黑痣。

被抓获
后，王某乙的脸

部已没有了黑
痣，但还能看出

一些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