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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记者 李佼）近
日，家住苹果花园小区的张先
生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用一
种斥责的语气对张先生进行
了一顿批判以后，留下了一个
网址，纳闷的张先生打开网址
后，更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
了。

张先生告诉记者，上个星
期，他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
内容是“张 XX，看你干的好
事！”然后就留下了一串网址，
最后还有张先生一位客户朋
友的署名。由于工作关系，张
先生担心这条短信是对他工
作的投诉，于是便打开了网
址，然后又按照要求安装了一
个手机软件，“手机安装软件
的时候，我也没管它，接着就
去忙别的事情了，可是没过多
久，我的朋友还有亲戚们都给
我打来电话，有的是质问我给
他们发的短信是什么意思，有
的是告诉我我的手机可能中
病毒了，还有的朋友直接让我
赶紧去更改银行卡密码。刚
开始我听得是云里雾里的，心
想这些人都是干吗的呀，我忙
得要命，哪给他们发短信了
啊。直到我的一位同事拿出
手机，给我看了一条短信以
后，我才明白，原来是有人以

我的名义，给我通讯录里的亲
朋好友们发去了短信，短信内
容和我收到的那条奇怪的短
信一样。我一一向打来电话
的亲朋好友解释完以后，赶紧
去银行更改了绑定在手机上
的银行卡密码。”

带着张先生遇到的问题，
记者采访到某电信运营商的
一位相关负责人，据了解，这
种短信一般都会留下一个网
址，打开网址后，它要求你先
安装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是一
种隐藏的恶意的病毒软件，安
装完成后，在手机上不会显示
出来，但是它已经成功窃取了
你的手机通讯录，然后再利用
他的手机号给你的通讯录上
的号码发送短信，内容一般是
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或比较吊
人口味的话题，署名就是被窃
取信息的号码的主人。“目前，
还没有发现因此发生钱财损
失的案例，在此提醒广大市
民，如果遇到陌生的、不明来
历的网址或链接，一定不要随
意打开，以免手机中毒，给您
带来不便。如果手机中了病
毒，请尽快更改该手机绑定的
银行卡的密码，以免发生钱财
损失，更不要轻信陌生人，给
陌生人汇款。”该负责人说。

去市场或超市买肉时，细心的消费者可能会发现，无论是农贸市场，还是超市内
的肉贩，在卖肉的过程中多数不会佩戴手套。随着近些年来人们对舌尖上安全的关
注，不少消费者对此感到担忧，这样售卖猪肉是否卫生可靠？

“猪肉便宜卖啦，大家快来买
呀。”市中区龙头市场一家猪肉摊位
摊主吆喝着。15日上午 8时，市场
内人头攒动，在这家猪头摊位前自
然也吸引了为数不少的消费者驻足
购买。

“这段时间猪肉价格下降了，所
以趁着没事来市场买点猪肉回家包
饺子吃。”一名正在购买猪肉的市民
说。

记者看到，这名肉贩根据消费
者所提要求，将猪肉切成大小不一
的肉块。令人担忧的是，这名肉贩
在抓肉切肉的过程中并没有佩戴手
套，双手没有任何隔离措施便直接
接触到了猪肉。

记者发现不少农贸市场的肉贩
都没有佩戴手套的习惯，就连部分
超市的冷鲜肉专柜，也存在直接用
手接触生肉的现象。只有冷鲜肉专

卖店的情况稍好一些，卖肉的工作
人员会将塑料袋套在手上抓肉、切
肉进行售卖。

多数消费者在购买猪肉时只关
心猪肉的品质好坏，对于售卖猪肉
的肉贩是否佩戴手套则没有太多的
要求。然而就是因为这样的疏忽，
才导致了肉贩对卫生问题的漠视。

“你看那些卖肉的，手上也不戴
手套就直接在那里抓来抓去，也不
知道他的手干净不干净。”家住薛城
区泰山路上的冯女士表示，此前她
曾在农贸市场见到一名肉贩闲暇时
在那挖鼻孔，而后有顾客买肉时直
接用手接触猪肉，令她感到无比的
恶心，从那以后，冯女士再也不去农

贸市场买肉了。
不仅如此，一些市民在农贸市

场买肉时发现，多数肉贩在售卖猪
肉时，切肉收钱均为一人操作，不仅
收钱的手上容易沾染细菌，与猪肉
接触形成细菌传播，而且给顾客找
的零钱也会沾上油渍，令顾客生
厌。在这一点上，超市的情况要相

对好一些，虽然部分超市的猪肉销
售人员也会将手直接接触猪肉，但
由于收银与销售分离，因此情况要
稍好一些。

“钱上细菌那么多，直接就用手
接，随后又在猪肉上抓来抓去的，这
样的猪肉能干净吗？”冯女士质疑
道。

市中区朝阳市场内一名肉贩表
示，此前也有顾客建议戴手套卖
肉。然而戴上手套后卖肉却让他感
到十分别扭，因为猪肉上的油渍沾
到手套上后，手套将变得十分湿滑，

再加上还要使用刀具进行切割，一
个把握不好很容易使刀具从手中滑
落，造成意外的伤害。

工商局工作人员表示，在方便
顾客购买的前提下，售卖猪肉者应

设专人收款，收款人不得用手直接
接触商品，其他销售人员不得接触
现金，确保销售的商品安全卫生。

（记者 寇光 文/图）

肉摊应设专人收款

切肉找零一只手 市民担心不卫生

多数肉贩切肉不戴手套

晚报讯（记者 张琛）鱼刺
卡喉相信很多市民都有过这
样的经历，遇到这样的情况，
估计很多市民选择吃馒头，或
者喝醋的方式将鱼刺咽下。可
是，近日，家住市中区立新小
区的市民秦先生却没那么幸
运，他被鱼刺卡喉后，硬吞馒
头、喝醋，结果导致鱼刺深入
食管，最后，去医院花 200 多
元才将鱼刺取出。

上周末，秦先生与朋友在
市中区振兴路的一家饭店聚
会就餐，在吃饭过程中不小心
将鱼刺卡入喉中，他没有到医
院进行及时的救治，而是当场
采用“土办法”，用馒头把鱼刺
顶下去，但是不仅没有任何效
果，反而加重了秦先生的病
情。

“我当时由于不知鱼刺大
小，第一反应便是赶紧吃东西
咽下去，于是强忍着喉部疼痛
硬吞了几大口馒头和煎饼，又
喝了一杯醋，希望能把鱼刺给

‘挤’下去，原以为过会儿就好
了，谁知疼痛感不减反增，到
后来连吞口水时都感觉到有
异物感，晚上回家根本无法入
睡，无奈之下，赶忙到附近的
医院做检查。”秦先生说。

秦先生介绍，医生经过检
查后才发现异物，费了半天

劲，才将一接近3厘米长的鱼
刺取出。

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发生
被鱼刺卡住喉咙的情况，吞东
西噎或者是喝醋软化，都是日
常市民应对的常见办法。

针对秦先生的遭遇，记者
联系了胜利路上某医院的冯
医生，据她介绍，遇到鱼刺卡
住喉咙的情况，传统的“土法”
一点都不科学，最好的办法就
是及时到医院救治。“用食物
吞咽的方法，不仅很容易导致
鱼刺越扎越深，给后期去医院
救治造成不少困难，而且还很
容易造成伤口感染，造成更加
严重的后果。”冯医生说道，

“对于想通过喝醋软化鱼刺的
办法，基本上起不到效果，即
使能够软化，也要很长的时
间。并且，由于醋的浓度不同，
一些浓度较大的醋，很有可能
导致伤口发炎，甚至烧伤咽喉
和食道粘膜。”

冯医生还表示，如果鱼刺
卡住的位置比较浅，张开嘴就
能看到鱼刺的位置，市民可以
自行拿着小镊子等工具将鱼
刺慢慢取出。如果鱼刺卡住的
位置比较深，张开嘴也看不到
鱼刺的位置，一定要及时去医
院救治。

冬至将到，20日上午，在滕州市北大集，很多市民早早地来到羊肉摊点排队购买羊肉。在一处火
爆的羊肉摊点，商贩透露，最近几天天不亮就有人前来买羊肉，也有很多提前打电话预订的，他的摊点
每天能卖300多只羊。据介绍，今年冬至羊肉价格亲民，整羊20元一斤，较平时价格没有出现上涨。

（记者 姚付林 摄）

冬至“驾到”羊肉走俏

一只手切肉又找零不妥
规定要求肉摊应设专人收款

鱼刺卡喉硬吞馒头
越扎越深难以取出

安装软件内藏病毒
“毒短信”来袭莫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