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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剪断了网线
12岁男孩离家出走

本报讯 孩子爱上网，妈妈
很生气，打了孩子还不解气，又
剪断了网线。结果呢？

昨天，这个12岁的男孩儿一
气之下要离家出去。

上午10点多，32路车长樊玉
梅驾车来到火车站，所有人都下
车后，最后一排蜷缩着一个男孩
儿不肯走。

车长问他咋回事，男孩低着
头，含着眼泪，一句话也不说。

无奈，公交车再次启动，可
车回到终点站杓袁后，男孩依然
不肯下车。

“这孩子一定是出啥事了。”
樊玉梅也是当妈的，她跑到调度
室接了杯热水递给男孩儿，男孩
儿突然“哇”地大哭起来，站起来
抱着樊玉梅说：“我想妈妈了。”

原来，小男孩名叫强强（化
名），爸爸妈妈上班忙，没时间陪
他，强强迷上了上网，学习成绩
不太好。

前天下午，强强作业没写完
就坐在电脑前玩游戏，恰巧被提
前回家的妈妈撞见，妈妈打了强
强，还剪断了网线。

强强很生气，昨天早晨决定
离家出走。可随着离家越来越
远，他的心越动摇，他不知道自
己要去哪儿。

当接到樊玉梅的电话，得知
儿子要离家出走时，强强的妈妈
十分吃惊。

昨天中午，在大家的劝说
下，妈妈李女士和强强终于重归
于好。

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高倩

二级运动员专项测
试启动
测试合格高考能加20分

国家二级运动员在高考时
可获得20分的加分照顾。

记者昨天从省招生办获悉，
为了保证公平公正，我省正在对
国家二级运动员进行专项测试，
获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
都得参加，专项测试不合格的考
生将不能获高考加分。

今年专项测试集中在4月15
日~25 日进行，测试项目包括田
径、健美操、航海模型、射击、摔
跤、棋类等23个大类。与去年相
比，今年少了无线电测向，多了
柔道、赛艇皮划艇和举重。

记者 张竞昳

审理此案的法官王斌说，本案受害人多为空
巢老人，平日生活节俭，丢失的财物多是省吃俭用
攒下的养老钱，所以窃贼理应受到严惩。

他同时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对于所谓的免费

治病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让陌生人进家，
以避免自己的人身、财产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
作为子女也要常回家看看，与老人一同提高防
范意识。 线索提供 潘冲 永健 庆远

仨“医生”专盯空巢老人
这边拔火罐，那边翻箱倒柜
不到两个月，19家被盗

“大爷，您面朝里躺好，千万别乱动，我给您拔拔火罐病就好了。”
听上去，这是句医生跟病人说的话，再正常不过。殊不知，此时正有另一位“神医”在老人家中翻箱倒柜

偷东西。
2011年7月23日~9月2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有3个人偷了空巢老人19次，偷得现金、首饰、食用油等

财物共计5.9万余元。 记者 鲁燕

免费治病成入门钥匙
“哥，老年人防范意识差，爱贪小便

宜，要不咱偷他们吧？”一天，来自安徽的
贾飞向老乡聂浩建议。

“好主意，老年人一般都腿脚不好，
咱就说为他们免费治病，胡乱弄点药给
他们抹抹，混进屋再想法偷东西。”两人
一拍即合，随后去买了便宜的草药和白
大褂。

2011 年 7 月 23 日早上 7 点多，两
人打扮成医生，进入郑州四棉的家属
院，分头寻找有腰腿疼病的老年人。

“我们俩商量，就说是附近医院的大
夫，如果是老年人开门，就说免费治病，
混进屋再偷；如果是年轻人开门，就说是
找错人了。”法庭上，贾飞这样供述。

上午11点左右，聂浩找到一位老太
太独自在家，便让贾飞来送药。

后聂浩借机让老太太躺在床上拔火
罐，而贾飞趁机开始翻找值钱的东西。

这次他们共偷了8000元，两人将钱
平分。

两人干了几次后发现，若是家中有两位老
人，想要分头作案就不太容易了。很快，他们想
到老乡刘某。

刘某今年 48岁，是个惯偷，2007年曾因犯盗
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2011年8月29日早上，3人装扮成医生，来到
经七路一居民小区寻找作案目标。

刘某四处打听，找到了一个有腿病的老太太家。

他先以“社区老年康复中心上门义诊”的名义
获得主人信任，随后以药不够为名叫来另外两人。

刘某、贾飞分别给老两口拔上火罐后，聂浩
趁机进屋行窃。

这次他们到手了一个装着一沓现金的牛皮
信封、一条黄金项链、一对黄金耳环和一枚黄金
戒指，以及两沓面值 1元的人民币和床上短裤内
的50元钱。

3 人的行为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在受害
人的协助下，2011年9月2日，3人被警方抓获。

据他们交代，从开始作案到被抓获，3人共同
或分别盗窃共19起，盗窃现金、首饰、食用油等财

物价值共计5.9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这3人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
昨天，贾飞获刑 9年零 3个月，聂浩获刑 9年

半，刘某获刑5年半，并分别处罚金。

法官提醒

去医院看病“被点名”“被陪诊”“被围观”
现在看个病，没有隐私了？

前几天我到郑大一附院去看
朋友，等待的时候在电子屏幕上看
到一位大学同学的名字。

寒暄几句，她笑着说：“这么多
人你都能看到我，真是缘分。”

“我在电子叫号屏上看到你的
名字了。”

看病本来是件挺私人的事，这
全名被打在屏幕上，算不算是侵犯
了病人的隐私呢？

见习记者 施杨 文/图

电子屏都是全名叫号
人工叫号基本靠吼
刘先生近日来到郑大一附院看男科，发现

电子屏上打了全名，他觉得非常难为情。
“我看的本就是比较敏感的病，医院打出全

名，还广播叫名字，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记者查看了郑州几家设有电子屏叫号的医

院，基本都在屏幕上打出病人全名，不少候诊病
人都觉得感觉没隐私了。

河南省人民医院也是电子屏全名叫号，据
医院工作人员讲，最初的时候是显示候诊病人
排的号码和诊室号码。可病人常常弄混，没办
法才开始写名字。

“中国人很容易重名，打上全名不容易搞混，称
呼病人全名也显得比较尊重。”工作人员这样说。

而在没有电子叫号的医院情况又是如何？
下午 3点，正是看病高峰期，黄河路上一家

医院走廊里站满候诊的病人，看完一位病人护
士就大声地喊下一位病人的名字。

正在门口候诊的李女士无奈地说：“医生的
嗓门大一点，整个走廊都能听清楚。”

在黄河路上这家医院的妇科诊室，一位医生
四周围了五六个病人，门口还围了七八位病人，
她们不时地伸头进来查看是否轮到了自己。

诊室的门一直是敞开的，站在门口就能清楚
听到诊室内医生和病人的对话，其间还有几位病
人拿着化验单急匆匆地冲进诊室。

化验单就放在桌边，谁都能看到。

“我跟医生讲自己的情况，旁边好几双眼睛
盯着，觉得特别难堪。”刚看完病出来的张女士
抱怨。

医院给每个医生一个房间，设立了分诊和等
候的区域，就是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

可是不少病人看病心切，现场缺乏有效管
理，所以在医院里“被陪诊”的情况随处可见。

杨女士前天去医院检查身体，在医生的要求
下，杨女士去做心电图。

诊室里除了医生外，还有四五个实习医生。
杨女士脱好衣服，在床上躺平，几个实习医生围
了过来学习具体如何操作。

做完检查，杨女士的脸色颇为尴尬，“我感觉

自己被人围观，屋子里男男女女好多人，特别难
为情”。

有类似经历的李女士抱怨道：“医生根本不
征得病人同意，正检查呢忽然进来好多人，感觉
自己好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现如今，看个病
都没隐私可言了。”

看病不能一对一 病人常常“被陪诊”

实习医生来学习 病人常常“被围观”

电子屏幕上病人的信息一览无遗电子屏幕上病人的信息一览无遗

第43个地球日到了
咱来骑行倡环保

4 月 22 日是第 43 个世界地
球日。为迎接 2012 年世界地球
日，倡导健康、低碳、环保、快乐的
出行新理念，昨天上午，金水区陈
寨村的 200 多位自行车爱好者，
沿郑开大道开展了绿色骑游活
动。 记者 李雪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