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妣余母李氏，闺名瑞，卫辉市人。生于1913年9月
28日，卒于2017年4月5日17时28分，享年105岁。卧病
期间，嫡长子桂池、媳玉津，长女桂屏、长外孙张金鹏、
长外孙媳申国翠及众亲族随侍在侧。

余母生于乱世，一生勤勉和善，奉养亲尊尽孝责，抚
育晚辈显母慈。母仪慈恩，天赐人瑞。

谨于2017年4月9日扶柩归乡安葬。
怀德念恩，叨哀在此讣闻。
嫡长子余桂池、媳赵玉津，嫡长女余桂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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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网手机版

本报记者 付凯明

网友“皮特儿”近日在网上搞了一项
问卷调查引起了网友热议。他在帖子中
说：“对于淘汰的旧手机，你是选择闲置在
家、转送给家中老人，还是转手卖掉？你
知道二手手机怎样被回收吗？手机回收真
的会泄密吗？”

近日，记者对我市二手手机的处置情
况进行了调查。

旧手机回收率低

网友“快乐小鱼”告诉记者，家里有
好几个旧手机，但她并不愿意交给回收商
或者在网上卖掉。她说：“现在的手机里面
有支付宝、微信支付、银行APP等各种重
要信息，虽然旧手机不用了，但是我实在
不放心把它交给陌生人，一旦泄露或者是
被盗了信息，为了这几百元反而得不偿
失。”该网友的话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苹果等一些
高价手机回收有些市场外，其他智能手机
的回收率很低。一些网友坦言，旧手机放
在家里或是送给亲戚用都比卖掉更安全放
心。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旧手机回收
率不足2%，国内有65%左右的消费者选择
将旧手机闲置。

回收市场缺乏监管

“很多手机回收是个人档口形式经营
的，这是一种层层外包的模式，非常不规
范。你把手机交给这个人后，他还有各种
下家，最后你手机究竟去了哪儿是无从知
晓的。”从事手机销售的李先生对记者说，
正规手机回收会和运营商合作，手机是直
接交给公司，不会再有下家，所以可以追
溯。但是目前手机回收市场乱象较多，缺
乏监管。

记者在贸易大厦一楼的手机城看到，
这里回收手机的商铺有十几家，都打着高
价回收旧手机的牌子，对于回收和出售的

二手手机，并不开具任何票据，也不作出
任何质量承诺。

回收价差异明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手机回收不仅
缺乏监管，价格更是参差不齐。因为电子
产品更新快，一些年轻的消费者换手机的
频率也比较高，一部几千元的手机用了几
个月就想换掉，回收价格却低得可怜。记
者在一家苹果手机销售店采访时了解到，
该店每天都会回收和销售几部二手手机，
运气好的话，一部手机回收再转手就可以
轻松获取几百元的利润。一位业内人士指
出，正规企业回收手机后，大多用作拆
解，不再有附加价值，所以回收价格很低。

回收手机信息易泄露

一些网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手机被
回收以后，最担心的还是隐私是否会泄
露，删除的照片和信息会不会被复制。记

者专门找了一家苹果手机销售店，将一部
进行了删除操作的苹果手机连接到电脑
后，开启了一个从网上能够免费公开下载
的数据恢复软件。结果，不仅能够查阅该
手机之前含有隐私信息的短信，还在通讯
录中恢复了大量带有亲属关系的电话号
码，这无形中又增加了遭受诈骗的风险。

业内人士告诫广大网友，一些手机看
似删除的信息和图片，其实依然在后台系
统中存在，而且是能恢复的。因此，最好
不要将私密或是重要的东西全部记录在手
机上，以免丢失或者出售后给自己带来不
必要的麻烦。

网友“那不勒斯”：废弃手机回收，不
只是一桩生意那么简单。如果没有完善的
电子产品回收体系，那么在将来的某一
天，我们会发现失去的不只是一个潜力巨
大的产业，还有赖以生存的环境。

网友“钢镚儿”说：二手手机市场很
大，但是乱象太多，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引
起重视，很好地将其监管起来。

手机回收乱象多 学会安全处理旧手机
本报讯（记者宁江东）“最近一段时

间，每到18时左右，就有人在缝山公园
内摆起了烧烤架露天烧烤，公园内不是
禁止使用明火吗？这种露天烧烤，不仅
污染环境，还存在安全隐患。”近日，网
友@芳草向本报记者反映。

4 月 4 日下午，记者来到缝山公园，
因当日仍是清明节假期，来这里踏青的
市民很多。在公园的一处空地上，一些
市民自备烤炉和小桌子，正在烧烤，小
桌子上零乱地摆放着一些食物，地上一
片狼藉。由于烤炉炉火很旺，火星、炭
灰随风飘落。

记者上前询问一位正在烧烤的市
民：“春季气候干燥，在这里烧烤会不会
有火灾隐患？”

“冬天冷，夏天热，只有这个时候适
合烧烤。”这位市民说，“我都在这儿烤
了好几年了，没听说着过火。”记者看
到，在这里烧烤的市民装备齐全，但唯
独没有带灭火器。“旁边不就有河嘛，想
救火水多着呢！”一位女士边吃烤串边不
耐烦地回答记者。

对此，附近居民却有着不同的态
度。“缝山公园草木多，如果火星飘落到
干燥的草丛中，极易引发火灾。”市民刘
女士说。

“公园内是禁止烧烤的，我们有专人看守，只要看到烧烤就
会及时制止。有不少人点燃垃圾或直接将没有熄灭的木炭倒在地
上就走，这样很容易引起火灾，安全隐患很大。”缝山公园的一
位负责人说，周围都是树木，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这
位负责人表示，他们已将这个问题反映给相关部门，今后将组织
工作人员加强巡逻，对露天烧烤的市民进行劝导。

温馨提示：
消防官兵提醒广大市民，烧烤时一定要选择安全的场

地，第一，要预防火星飘落引发火灾，不能在林下或有灌木
以及草丛的地方，同时要远离房屋及其他存储易燃易爆物品
的场所；第二，要预防烟气中毒，不要在山洞、房间等封闭
场所烧烤，以免一氧化碳中毒；第三，烧烤完毕后，应用水
熄灭火星。同时，建议大家带走所有垃圾，为创造一个干净
安全的自然环境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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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凯明

对于万方桥下的占道经营问题，
本报曾多次报道，城管、交警等部门
着实下了不少功夫进行治理，治理的
效果也一度让市民满意。近日有网友
反映，万方桥下又出现了占道经营的
行为，不仅妨碍市民通行，也影响了
市容。

4 月 5 日 8 时，记者来到万方桥
下，发现桥下东西方向的建设路上
确实存在占道经营行为，而且较为
严重。一些卖服装、水果的流动商
贩 只 顾 赚 钱 ， 丝 毫 不 考 虑 他 人 感

受，公然在人行道上摆摊做生意。
一些过往市民很有意见：“本来路就
不宽，再加上占道经营，通行都很
困难。”

家住附近的市民吴先生说：“之
前这里占道经营没有那么严重，这
些 流 动 商 贩 都 在 田 园 菜 场 附 近 摆
摊，后来那边治理了，这些商贩就
转到了这里。他们每天一大早就来
占位，上学上班高峰期的时候这里
非常混乱。”

对此，市城管局城建监察支队二
大队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之前经过大力整治，万方桥周边占
道经营和乱停乱放等现象确实大有

改观，尤其是田园菜场附近的整治
效果最为明显，群众也非常满意。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流动商贩
又与城管部门‘打起了游击’，他们
很早就来占道，等到城管队员上班
执法后，他们表示不再占道经营，
但转了几圈之后又悄悄溜回来。因
为路段较长，城管执法队员较少，
有时候在执法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
的困难。”

该负责人表示，针对此问题，城
管部门会加大执法力度，延长工作时
间，争取将万方桥下占道经营的行为
彻底取缔，还广大市民一个畅通的市
容环境。

万方桥下占道经营“死灰复燃”
本报讯（记者宁江东） 近日，网友@完美 16

向本报记者反映，龙源湖公园健身跑道上的路灯特别
昏暗，晚上大家都得摸黑锻炼，特别不安全，希望有
关部门尽快更换光源充足的路灯。

家住龙源湖小区的刘女士经常去龙源湖公园健身
跑道锻炼。“早上天不亮或者晚上天黑以后，是市民
锻炼最集中的时间，但是这里的光线太暗了，不安
全。”刘女士说。“以前夜晚喜欢到龙源湖公园走走，
最近不去了，因为太缺乏安全感了，也看不到什么美
景。”市民王先生说。

4月5日，记者在龙源湖公园健身跑道上看到确
实有不少路灯不亮，即便亮着，灯光也太昏暗，照亮
的范围微乎其微。

针对市民反映的情况，龙源湖公园管理处的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龙源湖公园部分路灯已老化，导致出
现路灯不亮或昏暗的情况。他们将积极进行维修或更
换新的路灯，为市民创造安全的休闲环境。

健身跑道路灯暗
摸黑锻炼不安全

荆轲竟然是女的，诗仙李白变成
了刺客，名医扁鹊是用毒高手……这
样的角色错位会不会让你大吃一惊？
一款名为 《王者荣耀》 的手机游戏近
日大热，角色都取自中国历史和传说
中的人物，可是从形象到内容都与历
史、传说完全不相符。数据显示，这
款手机游戏的玩家过亿人，连不少小
学生也在玩，2016 年全年收入 68 亿
元，占当年手机游戏总收入的17.7%。

青少年是手机游戏的消费主体，

腾讯浏览指数平台显示，在 《王者荣
耀》玩家中，11岁至20岁的用户比例
高达 54%。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
惕，手机游戏任意歪曲历史，会对青
少年造成不良的影响。

手机游戏挖掘历史题材，将历史
人物作为游戏角色，本无可厚非，因
为这既可以增加游戏的趣味性，也可
以帮助玩家学习历史知识。但是，手
机游戏对历史的演绎应有一定的规则
和底线，不能罔顾历史事实而过度

“创新”，否则就会误导青少年玩家，
而且不利于历史文化的传承。

如前所述，喜欢手机游戏的大部
分是青少年，他们还未系统地学习历
史知识，他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的认识，很可能就是从手机游戏开始
的。如果任由这些手机游戏违背历史
事实，毫无底线地编造情节，把年
代、地点、人物、情节乃至性别肆意
重组，青少年玩家可能会对历史人物
和事件形成错误的刻板印象，导致认

知混乱。他们即便以后接触到正确的
历史知识，也很难彻底消除错误印迹。

我们应该认识到，手机游戏不仅
是游戏和娱乐，还具有文化传播、价
值传导的功能。取材于历史人物和事
件的手机游戏，不能肆意篡改历史，
误导玩家。对此，相关部门既要强化
监管审查力度，科学评估此类游戏对
青少年的影响，还应要求游戏开发商
采取技术措施，对青少年连续玩游戏
的时间进行限制。

不能让手机游戏篡改历史
□史洪举

4 月 3 日 17 时许，山东省淄
博市张店区房镇房东村，一名两
岁半的孩子坠入10米深井。4月
4日3时5分，被困男童经过众人
的紧张营救，成功获救。

无论救援成功还是失败，出
现“井吃人悲剧”都是令人伤心
的。我们常说，“人不能在同一个
地方跌倒两次”，但“井吃人悲剧”
已是屡次出现。比如，2014 年 3
月，广州珠海 4 岁女童踩到残缺
井盖掉入窨井死亡；2015年4月，
女童跌入无盖化粪池溺亡；2015
年 6 月，江苏南京大桥南路行人

掉进窨井身体多处受伤；2016年
11 月，河北保定一名 6 岁男孩不
慎坠入枯井，经过相关部门和社
会力量 107 个小时的努力，男童
最终还是没有获救……

近年来，“井吃人悲剧”一再
上演，根本原因究竟出在哪里？
不让人们被井“吃掉”到底有多
难？

梳理事例我们可以发现，大
多数坠井者是未成年人，他们缺
乏避险意识，没有能力保障自己
的生命安全，他们不幸遇险，无
异于打了相关部门一记耳光。虽

然事故发生后，涉事井会被相关
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但相
关部门事后更应该加强对城市窨
井和乡村水井的管理，对所有农
村机井进行普查，对每口井进行
统计和编号，并派专人进行管
理。此外，对于废弃不用的井一
定要及时填土处理，对于仍在使
用的，有必要将井台抬高，并设
置警示牌。

愿“井吃人悲剧”不再上演。
各级政府特别是有关部门应该主
动作为、敢于担当，把“井事”做到
位，不要让井再“吃人”。

愿“井吃人悲剧”不再上演
□付凯明

近一年来有这样的趋势，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刻意与微信朋友圈保持距
离，很多人认为浪费时间在微信朋友
圈上是不值得的。去年有媒体报道，
微信朋友圈活跃度下降，逃离微信朋
友圈成为一种趋势，好像一提到微信
朋友圈，都是负面评价：影响生活质
量、让人极度不自律、“秀晒炫”满天
飞、微商代购……但也有人认为，在
微信朋友圈分享内容能使人愉悦，其
本身也是一种真实的生活记录，并提
供了朋友间一种低成本的互动方式。
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露丝独特：如果不想被微信朋

友圈“绑架”，彻底远离它就是一种解
脱。微信朋友圈只是一个朋友交流的平
台，与其花大量时间刷状态，不如经常
和朋友见见面、聊聊天，这样才能培养
真感情，用最朴实的手段表达最真挚的
情谊，远比“高科技问候”更能让人感
到温暖。

@胜平王大头：微信朋友圈只是
一种交流平台，绝不该成为我们唯一的
交流平台。每个人都需要通过社会交流
系统释放压力，这个系统中最重要的是
亲人、朋友，而不是“虚拟朋友”。不
拒绝、不依赖，这应该是我们对待微信
朋友圈应有的态度。

@苏懿谅谅谅：网络销售盛行、
圈内广告刷屏，让人对微信朋友圈中的
无效内容心生厌恶。但是，微信朋友圈
也有很多高质量的“干货”，希望大家
共同努力，让这个平台的内容质量实现
整体持续提升。

@落雪怎无痕：虽然时而觉得微
信朋友圈浪费了我大量的时间，但如果
让我离开这个平台，还真有些依依不
舍。

@万里箐空：微信朋友圈的好与
坏，取决于每个人的态度和思考问题的
角度。其实，坏的东西可以变好，好的
东西也可以变坏，好与坏完全取决于人
们如何把握分寸，考验着每个人运用事
物的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对于微信朋
友圈，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沉迷
其中。

@刚柔v：是否与微信朋友圈保持
距离，取决于使用者对朋友的态度。如
果你想利用这个平台上的朋友，大家肯
定会远离你；如果你想真心交朋友，大
家肯定不会离你而去。

@东山谢氏：对于微信朋友圈，
我们不要刻意远离，也不要故意亲近。
正确的态度是：想发就发，想看就看，
想评就评，随性而行，千万不要让微信
朋友圈成为自己的心理负担。

【下期话题】

错捐善款
捐款时不小心多按了一个“0”，本

想捐3000元，却捐了30000元，赵本山
的小品 《捐助》 如今有了现实版。日
前，深圳市的李先生浏览网页时看到一
名白血病患者急需 50 万元治疗费的消
息，想捐款 3000 元以表爱心，但在切
换微博手机客户端付款时，由于输入法
问题，没看清楚小数点，也没选对项
目，鬼使神差地把30000元错捐给了一
个自称是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支持的关
爱贫困残疾人陈兰堂的项目。事后，李
先生想要回捐款，但对方表示拒绝。对
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
作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 酩

【今日话题】

该不该与微信朋友圈保持距离

去年，“新华视点”栏目曾
对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龙田镇
大建豪华墓和活人墓问题进行报
道，引发公众关注。日前，“新
华视点”记者对这些地方进行回
访时发现，泉州、福清等地成立
了专项工作组，严厉打击违规兴
建豪华墓、活人墓，整治墓穴上
千座。与此同时，在严厉整治
下，仍有少数地方顶风新建、翻
建豪华墓地。

朱慧卿 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