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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记者 杨舒）“我和
儿子都喜欢玩碰碰车，所以每周
我们都会去商场里的游乐场玩
几局，第一次我们还算比较谨
慎，没出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和
儿子玩得很开心，可是在后来的
几次，我儿子每次都受了不同程
度的小伤，回到家后家里人都责
备我，我决定以后再也不带儿子
去商场玩碰碰车了。”家住薛城
区龙潭巷的马先生表示。

据了解，马先生今年 32岁，
家里有一个 4岁的儿子，每周马
先生会带儿子在家附近的商场
游玩。“自从家附近的商场出现

了游乐设施后，我和儿子就喜欢
来这玩耍，我们最喜欢的项目当
属碰碰车了，每次玩的时候都能
让我回想起小时候，我的父母也
是经常带我到附近的公园玩，那
里也有碰碰车，不过因为父母挣
钱不容易，所以我也只有在过节
的时候玩一次。现在我经济独
立了，而且我的儿子也和我一样
对碰碰车感兴趣，这也重燃了我
对碰碰车的兴趣，带孩子玩既能
满足孩子的好奇心，也弥补了我
自己童年的遗憾。”马先生表示。

在带儿子第一次玩的过程
中，由于马先生的儿子年龄比较

小，不能独自驾驶一辆车，只能
由马先生带着儿子驾驶一辆“碰
碰车”。马先生先将儿子放进车
内，在给儿子带安全带时，虽然
马先生已经发现安全带坏了，起
不到相应的作用了，但马先生并
没有太在意。“当时我虽然看到
安全带坏了，但没有过于重视，
当时我觉得虽然现在的碰碰车
比我小时候玩的时候速度快了
不少，但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安全
问题。而且在玩的时候我很小
心，基本不让儿子碰触方向盘，
只是让他老老实实坐着，所以全
程没有出现什么特殊问题，而且

我和儿子玩得很开心，觉得很刺
激。在以后的每周我儿子都会
吵着去玩，次数多了我儿子的胆
子也慢慢的变大了，玩的时候不
再像第一次那样老老实实，学会
了和我抢方向盘，有了想自己操
控小车的想法。为了让儿子开
心，我只能放开手让儿子玩，不
过在玩的过程中，我一只手护住
儿子，另一只手放在方向盘旁
边，为了出现意外时第一时间控
住方向，可就是这样还是陆陆续
续出现了几次意外，每次我儿子
都被碰哭，可每次儿子哭后仍不
放弃玩，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

马先生表示。
近日，马先生再次带着儿子

来到商场玩碰碰车，可是这一次
马先生的儿子被碰哭了两回，而
且脸还磕上了方向盘，第二天就
出现了淤青红肿。当马先生的
父母得知情况后狠狠的批评了
马先生，并警告马先生以后不许
再带孩子去玩碰碰车了。看到
儿子受伤，马先生也很是心疼，
为了不再让儿子和自己受伤，他
决定以后都不再带儿子去玩碰
碰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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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记者 姚付林）近
日，家住滕州市的李先生，“五
一”假期带着孩子到某商场儿
童游乐区玩耍，在玩“碰碰车”
时，有一辆碰碰车突然自燃，现
场一片浓烟，不知情的李先生
抱起孩子就往外跑，后来在工
作人员的努力下，火被扑灭。

当日下午，李先生来到某
商场儿童游乐区办了一张会员
卡，准备带孩子好好玩玩，最初
孩子玩得很开心。可是在玩的
正兴奋时，突然该区域不知从
什么地方飘来浓浓的烟雾，伴

随着一股烧焦的味道，不明真
相的李先生顿时吓坏了，孩子
们也露出慌张的神情，李先生
立即抱起孩子往外跑，商场的
工作人员也在招呼消费者往外
走。“平时没有时间，这次就想
趁着放假带孩子好好玩一玩，
没想到会发生这件事，当时烟
雾扩散的很快，没一会整个游
乐区全是烟，当时很多大人孩
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
是都被吓坏了，没过多久工作
人员就开始清场了。”李先生表
示。

据记者了解到，出现烟雾
是因为一辆“碰碰车”自燃导致
的。“后来我再次进入了游乐
区，看到很多人围着一辆小孩
玩的碰碰车，车的下面还有明
火，后来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
火才被扑灭，工作人员将车检
查一遍，发现是线路燃烧。”李
先生表示。

虽然很多家长了解了事情
真相，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决定
带孩子离开了游乐区，而那辆
起火的碰碰车也被工作人员带
离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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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滕州市塔寺路附近，一辆红色小轿车横着停在非机动车
道上，来往行人不得不绕行。记者调查发现，有很多车辆停在非机
动车道上，非机动车道彻底成了停车场。（记者 姚付林 摄）

非机动车道“沦陷”

近日，记者在市中区文化中路附近，发现有多辆汽车门把手上夹着神秘的红包，有好奇的车主打开
后发现，是某加油站的促销广告，车主纷纷表示这样的促销让人哭笑不得。（记者 王正 摄）

车载“红包”

晚报讯 （记者 李佼）近
日，有市民反映在市中区光明
路与西昌中路交会路口，有一
名男子提着一只大乌龟当街叫
卖，惹路人停下观看。

记者来到现场发现，卖龟
的是一名中年男子，男子手中
的乌龟体形硕大，头部粗大，尾
巴尖而长，背部整齐地排列着
山峰状的凸起物。它的全身除
背部坚硬外，身体多肉粗壮，且
整体皮肤粗糙多斑点。记者问
道，这只龟要卖多少钱？男子
答道“千年王八万年龟，这只龟
的年龄已经有百年以上，体重
足有 10公斤多，非常补身体，
没有一千元不会卖！”该男子将
龟抱起，向围观市民展示龟的
体态。男子介绍说，这龟是从
南方的一水库中钓的，名为鳄

鱼龟。
一位市民骑车路过说道，

又不是野生的怎么会那么贵？
看到该市民似乎是“内行”，卖
龟的中年男子再三强调，称自
己的龟绝对是野生的。这名

“内行”市民说，这龟确实名为
鳄鱼龟，不过价格根本不在千
元，也就200元左右一只，而且
产地在美洲地区。

在此路过的一位民警说，
这是一种新型骗局。一些摊贩
谎称在水库等地钓出了百年甚
至千年的珍稀野生龟，从而将
鳄鱼龟高价卖给不知情的市
民。据了解，鳄鱼龟不属于国
家保护动物，市面上大部分鳄
鱼龟都是养殖的，成本也就
100元至200元，小贩批发价顶
多300元左右。

男子当街叫卖山寨“野生龟”
实为养殖乌龟，成本100-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