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 FEI 2012年2月9日 星期四
编辑 殷艳萍 组版 刘玉 校对 云心 A3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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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蓬头垢面的年轻人，拄着拐杖，或是背着孩子，挎着鼓鼓囊囊的大布包，手持鸡毛掸，在寒风中不顾车流危险上前乞讨，看

上去确实令人同情。那么，有些乞丐真的是肢体残疾，真的可怜么？近日，记者走上街头，对这些乞丐进行了跟踪暗访，揭开他们乞讨背后的生活真相。

扔掉拐杖还要不停转悠

为了证实该乞丐究竟真的

是残疾人，还是故弄玄虚骗取

路人的同情，2 月 6 日上午 10:

00，记者再次来到北二环与铜

陵路交口。一到路口，记者就

看到该乞丐正在快车道上忙着

乞讨，为了不被察觉，记者在远

处隐蔽起来。

到了中午，该乞丐和往常一

样，又来到附近那家面馆，点了

一碗面，坐在旁边阶梯上狼吞虎

咽。吃完饭后，他又朝着北二环

方向走去，但并没有继续乞讨，

而是直接穿过马路，来到路边一

片树林里。

到了树林之后，该乞丐立

即把拐杖扔到旁边，然后捡来

一堆柴禾，在草坪上支起了架

子，并生火取暖。其还不停地

在火堆周围转悠，表现出很开

心的样子。

“我每天从这儿路过都能看

到他，有时还看到他把拐杖夹在

腋窝里，优哉地走路，根本看不

出来是残疾人。”一知情者向记

者说道。

面 对 红 绿 灯 路 口 频 频 出

现的乞讨者，来往的司机虽然

对这种当街乞讨的行为很反

感，但有时出于怜悯还是会泛

起一丝爱心。但不少司机也

担心会不会助长这种不良行

为。那么，遇到年轻、完全有

劳动能力的乞丐，路人该不该

施舍呢？欢迎您致电本报，参

与讨论。

记者从省消协了解到，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

费者有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

利，因此KTV以谢绝自带食物为

由，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KTV出

售的食品，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

消费自由，是一种霸王条款。

同时，“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

有”已发展成了行业惯例，其目的

就是想在促销活动中拥有绝对权

利。一旦发生消费纠纷，该声明

就成为商家推卸责任的法宝和挡

箭牌。但事实是，一旦消费者参

与消费活动，便与商家形成了合

同关系。按照《合同法》规定，在

履行合同发生争议时，商家的解

释只是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解释，

并不是最终裁决。

身强力壮 扮可怜状 伸手要钱
这样的乞丐该不该施舍，欢迎您拨0551-2620110讨论

吃着小吃唱着歌，突然小吃被“劫”了
省消协告诉咱，去KTV自带食物是咱的权利

2月7日晚，一网友在省城一家知名本土论坛上发帖，曝光合肥童话KTV禁止外带食品，强行搜查

顾客包袋并强行拿走客人外带食品。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KTV都不允许外带食物？本报记者随后

对此进行了调查。

星级记者 徐涛 记者 李皖婷

网友“华谊兄弟”在帖子中描

述称，为了防止顾客外带食品，童

话KTV的服务员强行搜查顾客装

衣服的购物袋，检查里面是否有

外带食品。

此外，在唱歌时，服务员更是

强行冲入顾客包厢，将所有外带

的食品全部拿走。

网友“hejiujiu”留言称自己

也遇到相似情况。“有次我们

吃过饭去唱歌，包厢开好后还

买了 500 块钱的酒和小吃。我

们 将 吃 饭 喝 剩 下 的 大 瓶 雪 碧

带进包厢（买东西时导购说喝

剩下的没事）。结果我们进包

厢没有一会，服务员和保安来

了，强行把我们的半瓶雪碧拿

走。”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马

鞍山路上的童话 KTV。一进大

门，记者就看到“谢绝自带酒水

食物”的告示牌被摆放在醒目

的位置，并称“最终解释权归商

家所有”。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听了

记者的描述，一位梅姓工作人员

斩钉截铁地说，KTV 虽然谢绝顾

客自带酒水和食物，但服务员绝

对不可能搜顾客的包，更不可能

冲进包厢去没收顾客的东西。“只

有服务员在进包厢服务的时候刚

好看见顾客在食用外带食物时，

才会提醒顾客。”

谢绝自带食物，是童话KTV的

专利，还是多家KTV的通病呢？记

者随后走访了4家KTV，发现都有

“内设平价超市，谢绝自带酒水和

食物”的告示牌，不少KTV专门安

排人员劝阻自带酒水入场者。

与此同时，这些 KTV 的“平

价”超市却并不“平价”。同样的

饮料记者在一家KTV的平价超市

花了10元，而普通超市只要5元。

“我们一般都会将顾客的食

品寄放在柜台内，等离场再带走，

并非没收。”一家KTV的工作人员

解释，基本上所有的KTV都这样。

另外一家KTV的工作人员则

告诉记者，谢绝自带食物是 KTV

的行业规则，内设超市是他们盈

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谢绝自带食物成KTV潜规则

谢绝自带食物是霸王条款

童话KTV强行拿走外带食品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童话回应

记者调查

消协强调

2月3日，记者来到市区北二

环，看到不少路口都有乞讨人员，

有年轻女子背着孩子，也有年轻

男子拄着拐杖，一副凄惨打扮，他

们站在马路中间隔离绿化带上，

手持鸡毛掸，趁着过往车辆在等

红灯间隙，冒险凑上前挨个乞讨。

有的司机为躲避，故意把车

向前移动一下；有的司机根本不

予理睬；但也有不少心地善良的

女司机摇下玻璃，进行施舍。

渐渐地，记者发现这些乞讨

人员很有套路，“偏爱”一些驾驶

豪车的司机，尤以女司机为主。

这些乞丐警惕性都比较高，

看到有人过来盘问或拍照，会迅

速离开。在北二环与东二环交

口，一位30多岁的妇女，扎着头

巾，抖动着背后的孩子，挨个车辆

低头乞讨。看到记者在拍照，该

妇女立刻停止乞讨，迅速离开。

“在马路路口乞讨的人太多

了，每天都能碰到，非常不安

全。有些乞丐很年轻，四肢健全，

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劳动打工挣

钱。”在该路口，一正在等红灯的

司机诉说了自己的看法。

在北二环与铜陵路交口，有

一个 40 岁左右的乞丐，叼着香

烟，头戴破帽，斜挎布包，一旦红

灯亮起有车停下，他就猛地起身

走上前去，对着车窗频频点头。

记者仔细观察到，该乞丐快速走

路时，其拐杖几乎是不着地的。

记者长时间蹲守发现，该乞丐

的烟瘾较大，一支接着一支抽个不

停。绿灯亮后，他便坐在隔离带

边，等待着下个红灯。记者估算了

一下，像他这样不停抽烟，一天至

少两包，一月下来，开支不小。

到了中午，该乞丐也开始“下

班”，和另位乞讨者相约去吃饭。

离开马路，其走路速度快了许多，

拐杖显得“多余”，在手中悠荡起

来。两人到了附近面馆，各要了

一碗面，有说有笑，讨论起当日的

“收成”。饭后，该乞丐发现有人

跟踪，便迅速离开。

红灯一亮就是“上班”时间

乞讨有招“偏爱”女司机

乞讨者路上行走很快，拐杖并没有起作用 见有车停下，他便上前乞讨 放下拐杖，行走自如的他在路旁生火取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