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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就像春运购票一样，每到岁末年初，反扒
防盗也是绕不开的话题。昨天本报关于上海警
方打击扒窃犯罪的报道《便衣刑警狂奔截停公
交擒贼》引发读者强烈关注。不少市民认为，除
了要提高个人的防范意识，也希望警方的打击
更加给力，尤其是现在扒窃手机、刷机、销赃已
经成为一条龙的地下产业，打击应当摧毁整个
链条。

防范是第一位的
“其实我平时警惕性挺高的，当时手也拿

着手机，只是被他一撞，手本能地去扶栏杆，就
在那一瞬间被拿走了。”前两天刚刚在地铁里
被偷掉手机的高歌告诉记者，平时就对手机依
赖特别大，不敢不把手机拿在手里，生怕有什
么事情，谁打电话来没接到之类的，所以手机
放在口袋里的时候也是用手攥着的，没想到还
是中了招。对于“沪漂”不久的高歌来说，刚刚
交完房租，手机就被偷了，可能放在平时也不
是什么大事，现在重新买手机，手上基本没什
么钱了，还是挺影响生活的。“如果早点看到这
篇报道，可能手机就不会丢了。”

同样丢过手机和皮夹的马天健曾是一名
反扒志愿者，他对报道中“你越警惕，小偷越不
敢下手”这句话特别赞同。“在地铁里，经常看
到毫不设防的人，尤其是女生，戴着耳机看手
机上的视频，到了站顺手往口袋一揣，然后下
车就发现手机没了，这简直是白送啊。”他认
为，很多人都自我感觉很好，觉得自己不会被

偷，所以对于一些反扒防盗的知识并不在意，
这也是小偷频频得手的原因。

警方破案须加码
“俗话说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

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工作的刘女士认为，还是
要靠警方严厉打击才能震慑犯罪分子，被动防
范总有疏忽的时候。“半年多以前我在饭店吃
饭，一转身居然发现背后的包没了，报过案，到
现在也没找回来。当然也要自我检讨，但总觉
得警方的打击还应该更给力些。”
在出版社工作的朱凌云女士 !"月底在南

京东路地铁站的通道里被盗一部苹果 #$ 手
机。“刚买了 %&天，!%&'的玫瑰金，真是气死
了。”当时朱女士没有报警，因为觉得报警了也
找不回。没想到令她更震惊的是，她开始收到关
于手机被刷机的短信提醒，上面有链接让她点
击“找回设备”。幸好朱女士防骗意识较强，没有
上当，但这之后她不断收到了数十条短信、数十
封邮件，锲而不舍地想骗取她的 ()和密码。“有
一次还给我打电话，号码看上去是苹果客服电
话，那个人问我的手机是否被盗，要我认证苹果
()，我立马意识到是骗子，还没等我畅快淋漓地
痛骂她，她就挂了。”
此前没有报案的朱女士气愤中决定报警，

“警察私底下告诉我破案的可能性几乎等于
零。我很困惑，根据我提供给警察的证据，按说
他们应该很容易找到销赃人的。”正因如此，与
小偷斗智斗勇一月有余的朱女士昨天看到警
方打击的新闻感到十分解气，不过她认为，现
在偷手机、刷手机和销赃已经是产业链，打击
不能光满足于抓小偷，而是要摧毁整个黑色链
条。 首席记者 潘高峰

加强自我防范 打击还需给力
市民读者热议岁末反扒

! ! ! !今年 #月到 !"月间，央视记者对广东、
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蔬菜种植进行了多
次调查，发现在这些地区的部分散户菜农的
蔬菜种植地，各种使用过的农药包装物随处
可见，其中有不少是国家限用的中等毒性农
药和禁用的高毒农药。而菜场等流通环节的
监管则形同虚设，让这些蔬菜悄悄流向市民
餐桌。
对此，网友们怎么看呢？本报为此推出

了民调，截至今日 !"时，共有 *"*+位网友
通过新民晚报 ,--、新民网、新民晚报新民
网官方微博等平台参与了关于此事件的“新
民调”。
本次调查中，有近七成（#&.）的网友表

示“可恨，要严查”。网友“刷个檀木”留言：
“我家都倒掉多少盘菜了，一进口，那药味
重的。”网友“/010203专属”也质问：“难
道为了赚钱，把国人都吃死了，你们就安心
了吗？”网友“一叶飘零”则表示：“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食品监管渎职罪等不是
摆设，立案查出（处）吧，食品犯罪本应该零
容忍。”

有一成（!".）的网友表示“无奈，有机
菜太贵”。网友“郦城的成”留言：“就算有毒
还是要吃，毕竟无毒的吃不起。”网友“45

6(3'$7”也表示：“我们不能怪菜农，种菜的
控制不了价格，赚不到钱，只能提高产量，他
们也是为了增加点收入。再说了你们那些骂
人的，你们在菜市场回（会）去买色相不好的
菜吗？一只苍蝇都能恶心到你，一只菜青虫
早把你们的魂吓走了！省省吧，看看问题的
两面。”而网友“时光里沉淀的秘密”则调侃
道：“我还是比较相信我的身体排毒功能，还
能挺个十来年，毕竟今年都二十了！”

同时，有 #8的网友表示“个别现象，不
必大惊小怪”。网友“传奇无极战神”留言：
“一场雨之后，农药又残留了多少，还流向餐
桌，没见过就不要乱说。”网友“边缘5

396(,:;”则认为：“不吃？你去过农村吗？他
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剧毒低毒的，从来都是卖
药的说，你用这个吧，这个好，杀虫快，你用
那个吧，那个打一次就不用再打了，根本不
知道什么副作用，因为他们觉得，既然国家
让卖，那就能用……”网友“曦茜子”也认为：
“每次都说某地某地这个有毒那个有毒，有
没有想过那些地区的农民该怎么办，应加大
对农民的扶持与药物宣教！”

此外，另有近两成（!#.）的网友表示
“是菜场监管缺位”。网友“<=>?@A:B:;”质疑
道：“违禁的农药，农民还能买到、蔬菜还能
卖掉？几个监管环节都去哪了？”网友“张星
宇”则建议：“来源管不住，流通总管得住吧。
每个菜市场定点监测，重点抽查，有毒菜强
制下架退市。关键还是监管部门想不想管。”
网友“追球的老男孩”也建议：“和奶牛养殖
一样，规模化的蔬菜种植才会更容易实现品
控和监管，散种的真的全寄托于良心了。”
从本次调查看，网友们显然更倾向于从

严查处高毒蔬菜的生产者和监管不作为者。
用高毒农药替代低毒农药，是出于成本考
量。要让更多农民愿意去生产无毒、低毒安
全蔬菜，愿意转型为规模化生产模式，市场
规则显然需要更加刚性。这就需要首先在流
通环节有更积极的监管和更严厉的查处，让
高毒农药生产者进不了市场，无利可图，防
止劣币淘汰良币，拉低整个市场的食品安全
底线。

新民网记者 沈小栋

“有毒”蔬菜不知不觉
悄然流向市民餐桌
菜农违禁使用高毒农药!你怎么看"

! ! ! !本报讯 !%月 !!日（周五）上午，新民晚
报第 %!期“新媒体小灶”将在普陀区长征镇开
课。除本社区居民外，本次“小灶”还将向本报
读者开放 !C 个旁听名额，有意者可通过
!C""""""%C%热线报名。
“新媒体小灶”是新民晚报推出的一个公

益课堂，旨在教会喜欢新事物的“年轻”老年人
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在微信、,--等新媒体平台

上进行社交、阅读、网购等“尝鲜”。
本周五上午 D时，“小灶”将在长征镇准时

开课，课时约两小时。报名成功的读者，届时带
上智能手机，可乘坐公交 D**路、&#D路等前
来听课。本次“小灶”报名截止时间为 !%月 !"

日 !C时!热线时间 !"""#$%"""#报名结果及

上课地点以电话通知为准$。
（宋祖礼）

“新媒体小灶”本周五普陀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