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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岁老人兼职“文明督导员”

“幸运”已经过半
明起派发礼包券！

星报讯（实习生 童庆云 记者 刘甜

甜） 号外号外，年货大礼包开始派发

啦！本报与年货节组委会、传文瓜蒌籽

共同举办的“缤纷年货节 读报大抽奖”

活动，从明天（1月11日）开始派发礼包

券，已经登报的幸运读者赶快到本报来

领取吧（地址：合肥市永红路10号，市场

星报社二楼新闻热线接待室。上午 9:

00~下午 5:00，电话：0551-2620110），在

年货节开幕的现场，您就可以凭券领取

大礼包了！第21～25位幸运读者名单

如下：

21. 卫先生，电话：137****6575；

22. 张女士，电话：187****3291；

23. 陈先生，电话：150****5952；

24. 孙先生，电话：139****5145；

25. 朱同学，电话：138****0174。

迄今为止，“幸运名单”公布到第25

位了，还有半数大礼包在等待主人。一

直到1月14日，在此期间，您只要拨打本

报新闻热线：0551-2620110，或者登录

本报星空社区：www.xksq.net，无论是

讲述过年故事、寄语新年愿景，还是表达

对年货节的希望和建议等，都有机会获

得由安徽传文瓜蒌子有限公司提供的天

柱山特产野生瓜蒌籽年货大礼包一份。

轻松找工作，您只需要拨打我们的

热线电话0551—2620110 ，或登陆本报

星空社区（www.xksq.net）网站，本报将

在第一时间刊登您的求职信息，赶快拨

打电话吧！

方先生：22 岁，想找一份销售的工

作。联系电话：13865415125。

张小姐：21 岁，想找一份护士的工

作。联系电话：15155120117。

孙小姐：22 岁，想找一份出纳的工

作。联系电话：13695652369。

王先生：20 岁，想找一份助理的工

作。联系电话：13956940036。

记者 梅静/整理

醉酒后如何急救
春节就要到了，过节走亲访友，免不

了聚在一起喝上几杯热闹热闹。可有的

人一端起酒杯就无法控制，往往酩酊大

醉，弄得自己遍体鳞伤。家住省城红光

街道的马先生说，如果懂得一些急救与

护理的基本知识，就会避免发生意外。

马先生介绍了几招醉酒急救知识。

1 对于昏迷者，确保气道通畅。

2 如果患者出现呕吐，立刻将其置

于稳定性侧卧位，让呕吐物流出。

3 坚持给患者温暖，尤其是在湿润

和寒冷的情况下。

4 检查呼吸、脉搏及反应程度，如有

必要立即使用心肺复苏术。

5 将患者置于稳定性侧卧位，密切

监视病情，每 10 分钟检查并记录呼吸、

脉搏和反应程度。

记者 蔡富根/整理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昨日，省城市

民刘女士致电本报反映，她在整理儿子的

课本时，发现书里夹了一叠崭新的“钞票”，

正当她准备“兴师问罪”时，儿子却告诉她，

那些都是不值钱的“玩具钞票”。

前天晚上，刘女士发现儿子的课本乱

糟糟地放在书桌上，便赶紧帮他整理一

下。一不小心，一叠东西掉在了桌子上，她

捡起来一细看，居然是崭新的“钞票”：一张

100元，两张50元，一张2元，还有一张1元

的。一见这么多“钱”，刘女士有些慌神了，

“从来没给过他这么多钱，他哪来这么多

钱。”

她赶紧找来儿子“兴师问罪”，没想到

小家伙笑嘻嘻地指着“钞票”说，这些全是

同学送的“玩具钞票”。刘女士赶紧仔细查

看起手中的“钱”，一看才发现，这种“钞票”

比真正的钞票小了许多。这种“钞票”上方

不是“中国人民银行”字样，而是“中国儿童

玩具银行”。拿着这叠玩具钞票，刘女士哭

笑不得，自己居然被“唬”住了。

虽然“钞票”的来路查清了，可刘

女士还是有点生气，毕竟拿人民币

“开玩笑”是一件非常不严肃的事

情。“小孩子不懂事，拿着当玩具，可商家不

能也不懂事，胡乱销售这样的‘玩具钞票

’。”

针对刘女士反映的情况，记者咨询了

合肥市工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他表示，

“玩具钞票”对孩子的成长会造成十分有害

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孩子乱花钱。而且如

此仿用人民币图案的行为还触犯了人民币

管理等专项法律。

记者还从银行部门获悉，《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规定，未经中国人民

银行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在宣传品、出版

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而此

类“玩具钞票”未经许可使用人民币图案的

行 为 不

但违法，

而 且 有

损 人 民

币 的 形

象。

“玩具钞票”几可乱真，吓坏了家长
有关人士：拿人民币“开玩笑”触犯了法律

61岁的范兴荣大爷是巡逻队里的“小

年轻”，平时他不仅要跟着“老哥哥”、“老姐

姐”们巡逻，还兼职担任“文明督导员”，是

个大忙人。不论是调解邻里纠纷，还是监

督乱扔垃圾，他都十分认真负责。

去年夏天，正在巡逻的范大爷看到12

号楼有一位居民将垃圾随意丢在垃圾桶边

上，转身准备上楼。见到此情此景，范大爷

也没吱声，自己动手把垃圾袋扔到垃圾桶

里。范大爷一捡一扔两个简单的动作，让

那位居民尴尬极了，她赶紧表示，以后再也

不会这么做了。范大爷说，他之所以这么

做是因为他一直信奉“身教胜于言传”，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小区居民都成为

“文明标兵”。

年纪一大把，擒贼不手软
省城翠庭园小区有支“老人巡逻队”很给力

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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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上午，合肥市瑶海区城管局组织120余名环卫、城管执法人员，并调用环卫车、挖掘机等设备集

中对辖区路段的市容环境、违章占道停放等进行全面集中整治，重点治理城市出入口的市容环境“顽疾”。

据统计，集中整治当天，共清运垃圾220余吨，取缔流动摊点68处。 解琛 记者 徐涛 王恒 文/图

本报曾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报道了

省城团安村的“老太太巡逻队”，昨日省

城翠庭园小区的居民打来电话说，他们

那儿也有一群“闲不住”的老头老太，成

立了一个“老人巡逻队”，这群老人智擒

小偷为小区治安屡立奇功。

张青 记者马冰璐

前几天的一个夜晚，翠庭园小区一片

静谧，张大爷和“老人巡逻队”的五位队友

正在小区里巡逻。突然他们发现一个穿黑

色外套，背着黑色大包的年轻人从楼道里

走出来，一边往外走，一边东张西望。张大

爷一见这人有些面生，便留意观察起来。

十分钟后，年轻人又走进楼道，根据巡逻经

验，张大爷判断此人很可疑，他一边让一位

队员去报警，一边和其他4位队员尾随年

轻人进了楼道。

一进楼道，他们便看到年轻人正拿

着工具撬东西，再一细看，他居然正对

着一辆电动车的电瓶“下手”。张大爷

和队友们赶紧上前，有人卡住小偷脖

子；有人拽着右腿，还有人拧住胳膊，几

位老伙计抓着小偷，谁也不撒手。不一

会儿，民警赶到，几位老人这才撒了手，

“当时我们想的是，就算拼了老命，也不

能放走小偷。”张大爷介绍说，类似事

件，他们已经处理了四五十起，“斗争”

经验相当丰富。

据悉，这只巡逻队历史挺悠久，2005

年 7月由几位老人倡议成立。小区的老

头老太们在收到倡议后，第一时间来报

名，71 岁的张曾海大爷是第一个来报名

的队员，说起报名缘由，张大爷自信满

满，因为他可是小区“元老”级的人物了，

“我是老居民了，对小区的一砖一瓦都熟

悉得很，参加巡逻队肯定能给居民们帮

大忙。”

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老人巡逻

队”的队员们以实际行动印证了这句古

话。巡逻队12名队员，年纪最大的72岁，

年纪最小的也有61岁了。如今，他们分为

两组，每组六人，实行“两班倒”，每组巡逻

6小时。

71岁张大爷第一个把名报

6老人同心协力智擒小偷

方倩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