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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一亮，要钱者排队“登场”
昨日上午 11点半，北环路丰庆路口，车流

量越来越大。快车道的红灯刚亮，车还没停稳，
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抱着熟睡的孩子，拿着鸡
毛掸子，快速来到第一排车辆前，开始挨个“帮”
车主擦车窗。

“没有零钱，快让让，车要开了。”一辆黑色
越野车车主打开车窗，朝窗外一个劲摆手，“从
这过一次要一次钱，真受不了。”

抱孩子的男子向车内看了2秒，慢慢向越野
车北侧移动，“好了，别擦了，给钱！”从一辆灰色
轿车车窗里伸出一只手，递出1元钱。接过钱，
抱孩子男子双手合十，不停对着灰色轿车鞠躬。

“帮帮忙吧，谢谢……”抱孩子男子前脚刚

走，一名女子又跑到灰色轿车前，鞠了一躬，跪
下来。“这么多，都哪来的？给。”还没来得及关
好的车窗又往下降了降，一张 1元面值的纸币
从车窗里飞出来。

一个红灯的时间，有 5 名车主掏出了钱。
最少一元，最多的5元。

12点40分，一些要钱者开始“换场地”。
一名抱小孩、手上拉着一个五六岁大小女

孩的女子，慢慢走出快车道，来到北环路北侧，
沿着人行道一直向西走去。

15分钟后，她带着两个孩子在北环路索凌
路口再次走上快车道。

一到路口，小女孩和大人分开，自己拿起鸡
毛掸子，独自开展起“工作”。

中午1点20分，路口车辆渐渐少了起来，他
们开始从路口撤离，三伙人众目睽睽下有说有
笑走到了一起。

越来越严重的现象，值得车主注意
除了北环，这种现象在其他路口也很常见。

“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车一停，他们
只管擦，呼啦两下伸手要钱。”家住秦岭路的任
先生经常开车从农业西路经过，每次走到农业
路与桐柏路就会遇到一些“强行”的讨钱者。

“他们总是先‘干活’，后要钱，搞得你不给
钱就觉得不好意思。”任先生觉得，这些人基本
是骗钱的，但每次都拉不下面子，总会掏出一块
两块。

昨日，读者史鹏杰打来热线说，他是智合驾
校的负责人，11月11日读了晚报报道《弟弟去办
驾照，被垃圾车撞死了》，证实死者是他们学校的
学员王杰春，想把学费全部退还。

“我们是营利机构，学校从来没有这种退费
的先例，我和几位校领导商量了好几天，最终达
成一致，决定把学费全部退还。”史鹏杰说。

“作为一个驾校负责人，我对肇事司机的行
为感到非常气愤，一个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让一
个完整的家庭支离破碎……”史鹏杰说。

昨日下午4点半，在本报东区记者站楼下，史
鹏杰见到了带着两个幼女的张春红（死者妻子），
将其丈夫生前所交的学费塞入她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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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去办驾照,被垃圾车撞死了》追踪
驾校负责人来到本报东区记者站

退还逝者全部学费
“希望能帮他们一些”

“学费我们一分钱不要了，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拿鸡毛掸子擦车的、抱孩的、下跪的……

红灯一亮，排队要钱“登场”红灯一亮，排队要钱“登场”
他们背后有“老板”组织吗？
他们的“老板”依靠抽成过得有滋有味吗？

互动

这些传闻是真的吗？
在一个场合，记者听说，这些在路

口要钱的乞讨者背后有人组织，每天在
哪个路口要钱、谁在哪个路口要钱？他
们的老板都有明确分工。

记者还听说，一些老板依靠从下属
的收入中“抽成”，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有的在老家盖起小楼。

这些乞讨者住在哪里？这些传闻
是真的吗？请知内情的读者致电晚报
热线0371-67659999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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