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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沙

本报记者 林雨晨 通讯员 毛丽娟

小区来了都市养蜂人，邻居小孩被蛰
社区处理：赔偿医药费，搬离蜂巢

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家长们最重视的，

学校有什么培训班，肯定不想自己的孩子

落下。最近，赵女士的心情就因为儿子“培

训班”的事情，体验了一把“过山车”的感觉

⋯⋯

赵女士的儿子正在读高中，学习上总

是不肯用功。为了让儿子提高成绩，赵女

士为他报了不少培训班，但儿子对此十分

反感。

没想到，前几天“儿子”突然懂事了，主

动给赵女士发了一条短信，称要报名参加

一个培训班。“老妈，我在上课，手机没电

了，借同学的手机和你说个事啊。我们学

校计划组织一批同学出国参加一个培训

班，班里不少同学都报名了，我想了下，觉

得这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也挺想去的。

不过，报名费不低，要8000多元，你要是觉

得太贵，我就不去了。”

看着“儿子”发来的短信，赵女士很欣

慰，马上同意了报名的事。接着，“儿子”那

边又发来短信，称报名的老师只在学校待

一上午，时间比较紧，让赵女士马上去转

钱，并发给了她一个银行账户。担心“儿

子”错过这次机会，赵女士马上丢下手头的

工作，赶往银行汇款了。

等到当天下午，儿子放学回家，赵女士

问了句培训班的报名情况，儿子却一头雾

水，完全不知道这回事。赵女士再仔细一

问，顿时大惊失色。

原来，学校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国外培

训班”，上午发短信给赵女士的根本不是她

儿子，而是电信诈骗。发现被骗后，赵女士

马上打电话报警。

“骗子的目标非常明确，都是一些中学

生或在校大学生的家长。”民警表示，在这

类冒充“孩子”或“老师”以参加培训班为名

的诈骗案中，嫌疑人通常以有资深外教来

校培训，或参与报名将有资格作为交换生

到国外留学为诱饵，抓住家长们重视孩子

教育的心理，实施诈骗。

民警提醒广大家长：接到孩子发来参

加培训班需要交费的信息，千万不要轻信，

更不能给对方汇款，一定要先打电话给孩

子或学校老师核实，避免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 杨渐

“儿子”突然主动发短信要报培训班
妈妈很欣慰马上汇款,结果⋯⋯
民警：这类以培训班为名的电信诈骗，家长千万不要轻信

在 KTV 里，两伙人喝多了酒引发纠

纷，对保安江师傅来说，肯定要上前劝阻

的。但不想劝架不成反被打，“我们保安队

长被打断了 4 根肋骨，还有一名同事的肩

胛骨被打骨裂。”

4月1日凌晨，突然两名小伙神色慌张

向江师傅的岗亭跑来，“他们说，楼上KTV

里有伙人冲出来要打他们，让我们帮忙报

警。”

话没说完，他们口中的那伙人已经追

过来。“对方有 10 多个人吧，气势汹汹，确

实挺吓人的。双方一碰面又争执起来，并

迅速演变为互相推搡。”

此时，保安队长正好带着其他几名同

事赶过来，马上上前劝阻调解。没想到，不

仅没能起到效果，反而“引火烧身”。“我们

和队长一起上去，想把他们拉开，没想到他

们突然转头，对我们动起手来。”

保安队长和另外一名保安很快被打倒

在地。见有人受伤倒地，动手的那帮人瞬

间逃走了，而先前来救助的两名小伙子，也

早就趁乱离开了现场。

江师傅和同事立即打电话报警。白杨

派出所杨警官赶到现场调查，通过查看监

控、询问被害人，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的身

份。“他们都是同一家企业的员工，动手前

曾在保安岗亭楼上的KTV里唱歌。”

随后，杨警官赶到嫌疑人所在单位，将

10 名涉案嫌疑人带回派出所调查。经查，

10 名嫌疑人中，有 6 人动手殴打了被害

人，其他4人则在一旁围观。

嫌疑人交代，当天凌晨，他们 10 多人

在KTV里为一位同事庆生，而和他们发生

纠纷的两名小伙子在隔壁包厢唱歌。“当时

我们有几位同事在外面抽烟，包厢门是开

着的，隔壁的两个人离开的时候路过我们

包厢，突然把一个水瓶扔了进去。本来我

们也没想怎么着，就想上去让他们道个歉，

没想到他们说话还挺冲的，就这样互相争

吵了起来。”

眼看对方人多，可能要吃亏，引发冲突

的两人趁乱从 KTV 里跑了出去。“我们当

时也喝了不少酒，看着保安上前阻止，以为

和那两人是一伙的，一时冲动就动了手。”

目前，6名涉案嫌疑人已被行政拘留。

本报记者 杨渐 通讯员 修琳琳

KTV里两伙人起纠纷
保安上前劝阻反被打伤

“都市养蜂人”这个行当听起来挺特别的，但对于周

边的邻居来说，却是避之不及，不堪其扰。景园社区就出

现了这么一位“都市养蜂人”，在小区养蜂不到2个月，就

把一位邻居的4岁小孩蛰伤了。

事情从上周六说起。年轻的妈妈小王心情激动地跑

进景园社区服务中心，拿出手机，指着里面的照片就开始

向社工诉苦：“你看看，这是我女儿的脚。被蜜蜂蜇了，肿

了这么大的包，我真是心疼啊。”

小王说，她家住四楼。今年年初楼下搬进来了一个

新租户郑某。郑某并不是“单身”入住，他还带来了一箱

蜜蜂给自己“作伴”。“我们几个邻居进出，看到他平时老

在房子对面的车棚顶上摆弄蜂箱，那时候蜜蜂还不多。”

小王说，后来天气渐渐转暖，绿化带里的花逐渐开出来

了，出来的蜜蜂越来越多。楼道里经常是蜜蜂飞舞，几个

邻居在家炒菜都不敢开窗了。

大家也曾上门和郑某反映蜂箱带来的困扰，但都被

一句他养的蜜蜂不会咬人而怼了回来。直到小王的孩子

被蛰，去医院检查开药花了几百元。

收到投诉，社区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查看，沿着小王所

在的住宅和车库之间的过道走，没有看到蜂箱，倒是看到

不少蜜蜂在空中飞舞。一直走到住宅的三楼，才发现了

一个蜂箱。蜂箱差不多是普通空调外机一半大小。

随后，社工向租户郑某核实情况。郑某承认蜂箱是

自己放的。年初的时候，他觉得周边绿化不错，就从老家

搬来一只蜂箱，春天让蜜蜂采采蜜，就可自制一罐天然蜂

蜜。

可是，蜜蜂还没有怎么产蜜，就有一些邻居上门来投

诉。“我想想养殖的蜜蜂不会轻易攻击人的，没想到还是

有人被蛰了。”郑某有点后悔。在社区的协调下，他表示

愿意赔偿邻居王小姐孩子的医药费，然后及时清除蜂

巢。第二天，物业保安上门在郑某的协助下清理了蜂箱，

搬离了这颗“定时炸弹”。

景园社区特约律师赵春玲表示，现在虽然没有规定

禁止在小区养蜜蜂，但如果蜜蜂伤害到他人，受害者有权

向养蜂人要求赔偿。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养蜂，势必会

给他人造成很多困扰。他提醒居民，饲养动物应遵守法

律，尊重社会公德，不要妨害他人生活，一份良好的邻里

关系，需要的是相互体谅。

不容易被发现的蜂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