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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市杜岭街附近有个小胡同，名字叫
张寨街，被人们称作郑州“最牛”的水果摊，就
在两排临街房之间1米多宽的过道中，上面盖
上石棉瓦，就成了个小屋子，在这个袖珍小房
子前面支起了一个木板，上面整齐摆放着一些
橘子、苹果等水果。

这个小小的水果摊背后隐藏着一个不为
人知的秘密：水果摊的老板赵继海，今年50岁
的他曾经先后6次进出监狱。

“我和赵继海是小学同班同学，小学没毕
业的时候，他就开始出去偷东西了，附近人都
称之为二七路上的‘快枪手’。他还喜欢喝酒，

喝完酒之后就惹事，那时还总是拿刀去砍人，
是老古惑仔了。”附近居民李先生说。

据杜岭街派出所副所长王学敏介绍，赵继
海在1977年的时候，下乡到新郑，户口也随之
迁了过去，然而就在刚去新郑没多久，他就因
为盗窃被抓进了监狱，户口也被注销。从那之
后他就成了黑户，后来他共 6次进出监狱，最
长的一次在里面待了 8年，最短的一次待了 3
个月。

此时，赵继海守着他的水果摊，颇为满足
地说：“我现在已经是杜岭街辖区的居民了，这
生意就是自己的生活依靠，顾住自己没问题。”

特巡警演练水上救生
天气渐渐变暖，下水乘凉和水面突发事故不断增多。为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昨日特巡警

二大队根据辖区内水库多的特点，特意组织了一批擅长水上救生的民警，并对辖区水域进行
24小时的监控，同时，邀请120工作人员给民警讲解救生常识，有选择的对巡逻民警配备了水
上救生装置，并进行救生演习，以确保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晚报记者 廖谦/图

□晚报记者 张璇

本报讯 “人生规划”讲师一开口，一些学
生就忙不迭地交钱了，一名大一的特困生不仅
交了自己的生活费，还借了1000元钱，但两个
月来却一次课也没听过。

大一学生听讲座耽误了实习
25日下午 1时 40分，马上就要开始下午

实习了，可郑大工学院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专
业大一的学生小赵还没有出现。“他会跑到
哪？”辅导员谢老师开始拨打小赵的手机，可一
直都无人接听，一名姓张的学生告诉她，小赵
中午接了个电话，然后“去听讲座了”。

“那也不应该不接电话啊，不会出什么事
了吧。”打了无数个电话，小赵都没接听，谢老
师急得差点报警。一直到下午4时许，小赵才
回了个电话。“不要再听了，快点回来。”得知小
赵平安无事，谢老师赶紧叮嘱他先回学校。

“不是我不想回来，我根本就没法打断那
个人说话。”小赵回来后，将自己去听讲座的事
告诉了谢老师。他说，前几天有几个年轻人在
食堂门口散发传单，说是做调查，他和几个同
学就填了个联系方式，随后他就接了个电话，
对方称有一个人生规划的讲座，让他自己单独
到二七路上一个大厦去听一下。小赵去了之
后，将手机调成震动，一个所谓讲师的年轻女
子就不断地给他讲课，如果不是中间那人起身
拿东西还会一直讲下去。小赵趁这个时间看
了下手机，才给谢老师回了电话。小赵离开
时，讲课的人还在嘱咐他下次还来听课。

讲师一对一单独“辅导”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一说我就信

了。”小赵说，对方给他打电话时，他说要和同
学一起去，但对方坚持让他单独去。到了地方
之后，小赵发现这是一家名为“双引号”的培训
机构。对方先让他随便提问，然后就开始滔滔
不绝地讲了起来，句句都说到了小赵的心坎

里，一下就把他吸引住了。“你能力很差，需要
培养提高。当前就业形势严峻，面试需要技
巧。”小赵说，对方越说，他越有危机感，不知不
觉就想继续听下去。

“她还让我交钱，说是可以长期听下去。”
小赵说，说到最后，女子称交押金可以长期听
课并建议他报一个班，当时如果不是看到谢老
师的电话，他就真的准备交押金了。

“现在想想还真有些后怕。”小赵有些庆幸
地说，幸亏当时没有交钱，现在冷静下来一想，
那个女讲师并没有讲实质性的人生规划，只是
天南海北的说了一通，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么
会那么冲动。

特困生交了2000元没上一次课
“这可得多提醒一下其他同学。”听了小赵

的叙述，谢老师一晚上都没睡好，昨日一早，她
就将全班集合起来询问，可结果却让她大吃一
惊。“不光是他一个人，光我们班就有两个已经
交钱了。”

“好像着迷了一样，同学都说不清怎么就
交钱了。”谢老师说，一名姓宗的男生，在对方
的游说下，先交了 300 元押金，然后又交了
700元，说是培训费，但听了两三次课后就没
再去了。“还有一个男生交了 2000元钱。”谢
老师说，小张是班里的特困生，刚开学没多久
交了 1000 元押金，然后又向同学借了 1000
元，“生活费都没有了”，但对方却没让小张
听过一次课，而内向老实的他也一直没敢告
诉老师和同学。

老师呼吁听课前先弄清讲座性质
“如果是正规的教授讲课，我倒是希望同

学去听，可这也太离谱了。”谢老师说，学生入
校后对自己的学业有个规划是好事，她并不反
对去听专家教授讲课，但这种方式实在很难让
人接受，不但没听到内容，又损失了钱财。

“如果是正规培训，收费价格总该一样
吧。”谢老师说，这两天她已经了解到不少学生
都交钱了，而且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他们
以发调查表的形式得到学生的联系方式和其
他信息”，然后单独打电话约见学生，以“人生
规划讲座”为名让学生交钱。“在没弄清楚讲座
的性质之前，希望同学留个心眼。”

线索提供 谢女士

“人生规划”讲座到底规划了啥？

郑州“最牛”的水果摊
派出所帮摊主凑出启动资金，民警都是他的“业务员”

郑州市张寨街，是一条最不显眼的小街，而在这条街上，却有着一个郑州
“最牛”的水果摊。摊主是昔日被人称为二七路上的“快枪手”的赵继海，他过去
先后6次进出监狱。说起水果摊，人们都觉得它挺“牛”，它是今年2月底，由杜
岭街派出所民警凑钱500元开起来的，而且派出所的民警都时不时过来给他当

“公关”，亲自帮他做推销。 晚报记者 孙庆辉

“赵继海从新郑回来之后一直是黑户，民
警们走访时发现了这个问题，考虑到一直这样
下去也不是办法，而且没有身份证，他也找不
到工作。”户籍民警陈兰说，她了解到这个情况
后打算把他的户口问题解决了，她多次到新郑
调阅资料，翻看30年前的户籍，最终给他办理
了身份证和户口簿。

户口问题解决了，可赵继海没有技术，年
龄也大了，一时无法找到工作，时间一长，赵继
海手里没钱了，就又重操旧业。在去年 11月
19日被抓了进去，今年 2月 18日从监狱出来
后，民警就想，赵继海一直找不到工作也不是
办法，就考虑到让他做些小生意。于是，在 2
月底，由派出所凑出 500元启动资金，给赵继
海找了摊位，进了点水果。

据附近居民田女士介绍，赵继海自从做了
“小老板”表现很老实，人也很厚道，也挺热心，
在他这里买东西绝不担心缺斤少两，也不怕他
多收钱，而且就是多给他钱，他发现后也会还
给你的。“在3月23日那天傍晚，有两个女青年
在这里买水果，买完走后，赵继海发现她们掏
钱时，掉到地上 70多元，就赶紧追了上去，又
把钱还了回去。派出所的民警都经常过来看
他，总是给他带些大米什么的，王学敏副所长
还经常来买他的苹果。”

赵继海说，大家都对他这么好，他以后一
定会改过自新，老老实实做人的。

王学敏表示：“以后我们民警都会义务帮
你，派出所和附近单位购买水果，你这里就是
定点水果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