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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心 闻
林女士说，自己家住阿罗海城市

广场附近，孩子有空的时候会去集美
区青少年宫培训。以往都是林女士
去接孩子，再一起搭公交车回家。最
近林女士生病住院，孩子便主动提出
自己可以搭车回家。林女士有一位
亲戚住在集美区，可以送孩子到公交
车站，然后再由家中老人到下车点附
近接孩子回家。

9月4日，晚上8点左右，孩子在
集美区青少年宫上课结束后，林女士
的亲戚便将男孩送到集美市民广场

公交车站乘车。男孩上车后，亲戚还
将男孩搭乘的公交车车牌号发给林
女士。

孩子上车后，林女士通过相关
行车软件，了解孩子搭乘的公交车
动态。当公交车快到阿罗海城市广
场站时，她便联系家中老人去接孩
子。

可是，当晚9时许，公交车已驶离
阿罗海城市广场站三站的路程，去接
人的爷爷仍不见孙子身影。林女士
十分着急：“孩子去哪了？”

本报讯（记者 曾嫣艳 通讯员 魏志
伟）近日，随着返校高峰到来，厦门铁路
公安处管内各火车站每天都能捡到十
多件旅客遗忘的物品，其中学生旅客丢
失的物品占七成，旅客遗失物品的求助
比平时翻一番。

9月4日上午11时许，家住思明区
的大学生小魏不停地向厦门站执勤民
警于警官道谢。原来，小魏计划到武汉
某大学报到，在厦门站车站候车时光顾
着联机玩游戏，临近检票才发现挂在行
李箱上的灰色单肩包不见了。他说，包
里有学生证和参加比赛需要用到的U
盘。于警官让小魏仔细回忆出门的情
况及最后见到单肩包的时间和地点。
小魏说，除了把行李放在安检仪过安
检，其他时间都在玩手机，没注意到单
肩包放哪里了。

随后，于警官通过公共场所的视频
系统查找，很快就发现了端倪。小魏进
车站时，就只拖着一只行李箱。于是，
小魏联系了家人，在自家轿车内找到了

“丢失”的单肩包。不仅如此，于警官还
热心地帮助小魏改签了车票。

无独有偶，同日，在厦门北站也发
生一起大学生丢失行李事件。厦门北
站执勤民警王警官在进站口巡逻时，发
现安检仪左侧的地上有一个卡通书
包，通过广播寻人后,不一会儿，一位推
着红色行李箱的女生赶来认领。女生
自称是今年刚上大学的新生，第一次独
自出远门，一路顾着聊微信，忘了书包。

●厦门铁路警方提醒：学生证、身
份证、入学通知书、现金等重要物件要
随身携带；行李要提前做好标记并随身
看管。如果财物不慎丢失，应在第一时
间向有关人员（在车站向值勤民警，在
列车上向乘警）报警，或到失物招领处
登记询问。

本报记者 柯恺筠 通讯员 洪恒亮
大二学生想兼职家教，进群被要求先交“信息

费”，所幸及时向民警咨询避免被骗。昨日，民警向记
者介绍事情经过，并对大学生做反诈提醒。

9月4日一早，今年上大二的刘同学和同学进了
一个“厦门大学生家教群”，想通过兼职家教补贴生活
费。刘同学添加了“接单加我好友咨询”的群主说明
意向，对方表示，要想兼职做家教必须先交600元的

“信息费”，交费后就能定期拿到家教兼职资源。刘同
学质疑：怎么保证给了钱以后不会被骗？对方立即表
示，银行卡有实名认证，到银行一查便知。同时，对方
还给刘同学发来了一张标注公司名为“爱家教”的营
业执照“自证实力”。

要获得家教招聘信息，就得先交“信息费”？这
时，起了疑心的刘同学想起曾到学校做反诈宣传的洪
恒亮警官。刘同学立即联系了洪警官，并把群里的聊
天记录截图发送给民警。

“不可信！首先这个机构不存在，是假的；再者，
要求先交钱的兼职都是诈骗。”反诈骗民警洪恒亮很
快给出答案，得知有其他同学在群里，民警让刘同学
通知同学们退出该群。

“当你交了钱申请审核时，对方可能要求你提供
银行卡，再要求你证明信用额度等，设计圈套骗取更
多钱。”民警向刘同学分析骗局走向，并告诉刘同学如
果要找兼职家教，最好通过正规机构。

小朋友不要慌，
我是公交司机。
叔叔载你回家！

我自己搭车，结果
睡过站了。我要
怎么办？呜呜呜
……

漫画/张平原

进站检票闹乌龙
学生：我的背包呢？
民警：你没带进站！

做家教要“信息费”？

学生起疑心
马上找警察

民警提醒:要求先交钱的兼职都是诈骗

家长在站点没接到人 十分着急

三位驾驶员接力帮忙 找到孩子
感觉不对劲

可拨96110咨询
洪警官告诉记者，这是刘同学第二次向他咨

询诈骗相关问题。相比之前，其遭受的“家教兼
职”骗局设计更加精细了，涉世未深，尤其是正好
有兼职家教需求的大学生，一旦加入了此类群
聊，很可能在不法分子的不断诱导下，上当受骗。

感受到针对大学生的骗局在不断升级，洪恒亮
告诉记者，学生遇到此类令人疑惑，要求先付款的
圈套时，可以拨打96110全国反诈劝阻专线进行咨
询举报，也可向属地公安机关进行核实，切忌先转
账给对方。 同时，洪恒亮警官提醒，大学生如果确
实要找家教兼职，务必通过正规的机构去找寻；此
外，大学生在做家教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
全，尽量结伴同行。

提醒

粗 心

没接到孩子
家长着急求助
三位好司机

接力送娃回家

人在集美家住海沧
八岁男孩乘车回家
睡过头坐到终点站

本报记者 张玉榕
家长生病没法接孩

子，让8岁孩子自己搭乘
公交车从集美回海沧，
结果孩子睡过站，直接
坐到终点站。当晚，海
福车队副队长谢步云和
2名驾驶员吴荣基、霍长
彬爱心接力将小男孩送
回家。前日，小男孩妈
妈林女士拨打本报热线
968820讲述经过，并点
赞3位暖心工作人员。

林女士说：“太感谢
这群暖心的工作人员！
当时我真的急坏了，谢
谢他们帮我找到孩子，
还帮我把孩子送回家！”
当记者联系上谢步云
时，他说：“我们也是家
长，能理解孩子找不到
时家长的心情！孩子平
安回家就好！”

由于儿子当天没有佩戴儿童手
表，没法联系，林女士只好拨通公交集
团的热线电话求助。在客服人员帮助
下，林女士联系上车队副队长谢步
云。由于行驶过程中驾驶员没办法接
电话，谢步云在工作微信群里发布寻
找小男孩的消息后，立即联系已经在
终点场站的驾驶员吴荣基，让他在场
站排查车辆，查看男孩是否在车上。

到了晚上10点，驾驶员霍长彬刚
好抵达终点站，准备将公交车开回场
站时，看到一位小男孩背着书包，不知

所措地站在公交车站，身边也没有大
人陪伴。霍长彬摇下车窗询问情况，
得知小男孩睡过站后，他立马将情况向
上级汇报。在场站排查的吴荣基得到
消息后，立马赶来会合，顺利接到男孩。

“孩子在公交车站，我们就把他
送回家。”吴荣基立马给林女士打电
话，随后开自己的车将男孩送回。得
知男孩找到的消息后，林女士心中的
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当晚10时许，小男孩顺利回到
家中。

开学季到来，铁路旅客
遗失物品求助比平时翻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