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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主要聚集的点就是这几个。

除此之外，还有专门在公交车上作案的

‘车扒’，和专门在大商城‘拎包’的小偷，

但是这些人一般很分散，不会轻易被看

到。希望你的报道出来后，能给市民们

提个醒，出门的时候多长个心眼。也督

促督促有关部门，能加大对小偷的打击

力度。”几天的采访调查结束了，到了临

分别的时候，老陈还不忘对记者叮嘱道。

年关将至，近期，您家是否有发生过

偷盗事件？您又有什么样的防盗高招

呢？即日起，本报开通治安防范热线，

0551-2620110。欢迎大家踊跃拨打

电话，为防治偷盗、保护财物安

全献计献策。记者 宁大龙

防范热线，欢迎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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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在火车站附近又寻找了一会，却

始终没有发现正在下手的小偷。“火车站人

实在太多了，想辨别哪个是小偷，真的很

难。”老陈解释说。就在这时，马路中迎面

走来了几个年轻人，其中个头最高的一个，

扫眼看到了老陈。只见他先是一愣，接着

在同伴耳边耳语了几句，几个人立刻停下

了脚步，紧张地盯着老陈。双方相持了5

秒左右，高个头的年轻人笑了起来，并对老

陈说道：“你在这里查吧！我到别的地方去

偷，看你抓不抓得到我。”说完，几个年轻人

飞奔着横穿马路，消失在了对面的一个巷

子内。“这个贼以前被我抓过，还记得我，难

怪反应这么大。”老陈说道。

记者和老陈来到了他们消失的地方，

发现这个巷子里，也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小

旅馆。“这也是他们的据点之一，很有名的，

但可惜的是，始终没有证据能查处这个贼

窝。”老陈说道。接着，记者拿出相机，将这

个巷子拍了下来。就在这时，有6、7个中

年男子凑了上来。“你手里拿的相机不错

啊！能给我看看么？”“你是记者吧？来我

们这采访什么？”边说着，几个人就向记者

围了过来。就在这时，老陈一个箭步，挡在

了这群人和记者的中间，并且狠狠瞪了他

们一眼。看到老陈，几个中年男子立刻识

趣地散开了。“这些人很精明，一看我比较

壮，又是平头，多少猜出我是干嘛的了，所

以不敢造次。”老陈解释道，随后带记者离

开了火车站。

偶遇“熟客”，小巷追踪

时间：11月27日 地点：合肥火车站 贼患指数：★★★★★

如果问人流最杂乱、小偷聚集最多的

地方是哪里，大家的第一反应，估计都是

火车站、汽车站。由于来往人流密集，几

乎各地的火车站和汽车站都少不了小偷

的踪影。而由于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建

在一起，合肥的火车站附近更成为了小偷

们的“天堂”。调查的第三站，记者继续跟

随老陈，赶到合肥市火车站实地“摸底”。

首先被老陈盯上的，是两个在火车站

对面，301站台徘徊的两个身着运动服的

年轻人。“你注意看，已经过去了很多辆公

交车了，他们却不上车，始终就在站台徘

徊，可能就是在等待下手的机

会和目标。”紧接着，老陈又补

充了一句：“注意到他们的鞋子没

有，都是很轻便的运动跑步鞋，这也是

为了逃离方便。”

脚蹬跑鞋，站台徘徊

站台后面蹲守了半小时后，趁着一次

人流高峰，这两个年轻人终于决定开始行

动。只见两人很默契地分成了一前一后，

前面的那一位先上了车，并堵在前门，装作

询问司机，要去目的地，是不是乘坐这辆

车，应该在哪里下车等问题。短时间内，在

公交车的前门就形成了拥堵情况。而后面

的同伴，则趁机在人群中慢慢接近目标。

“不行，这样下去他们肯定要得手的。”老陈

一边说，一边快步向小偷走去。

这时，车上的那名青年发现了老陈，并

及时出声提醒了下面的同伴。而他的同伴

瞬间领会了意图，直接停止了行动，双手插

在兜里做无辜状。随后，两人一同上车离

开。“没办法，抓小偷要人赃俱获，才有证

据。”老陈垂头丧气地走了回来。“你看车上，

他们两个都是站在靠门口的位置，如果要在

车上行窃被发现，能够第一时间逃跑。”

制造拥堵，伺机出手

时间：11月29日 地点：合肥城隍庙 贼患指数：★★★★

调查的最后一站，老陈带记者来到了

合肥城隍庙。老陈说，城隍庙的小偷技巧

都很好，而且很有组织纪律性，一般难以被

发现。这里的小偷不但偷路过的行人，还

会盯上摆摊的商贩。一般他们分为两人一

组，一人跟老板套近乎分散其注意力，而另

一人则装作普通购物者，在蹲下来挑选的

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物品放进自己

的袖子中。

果然不出老陈所料，在城隍庙逛了一

下午，也没有抓到有小偷现场作案的证

据。“等到吃饭的点，他们会一起结伴回窝

点，到时我们在车站等。”老陈说，这些小偷

很谨慎，如果其中有人到了规定的时间没

有回到窝点，通过手机又联系不上，他们就

会判断这个小偷出了事，随即立即撤离该

窝点，另觅他处。

结伴回窝，行事谨慎

随后，记者和老陈赶到了城隍庙公交

站，“蹲点”守望。下午5点左右，果然有一

群人先后来到车站聚集。记者看到，他们

分别从身上掏出了十几只手机、钱包等东

西，旁若无人地清点着。清点完毕后，可能

是感觉收获颇丰，几个人开始谈笑风生起

来。就在这时，其中的一个人，又盯上了车

站候车的一位上班族，快步贴上前去，记者

看不到他有任何动作，瞬间就已经得手，并

走回来向同伙们炫耀自己刚偷到的手机。

而被偷的上班族，还没等记者上前提醒，就

乘公交车离去了。

记者随即装作路过的行人，从这伙小

偷旁边“经过”了一下。记者看到，这伙小

偷，大多30岁左右，清一色的练功服和运

动鞋。而在其中一个小偷的腰间，记者看

到有类似匕首一样轮廓的突起。“我看到其

中一个人带着刀。”记者向老陈报告了这一

情况。“不用怕，小偷精着呢，他们带刀一般

都是吓唬吓唬人，不敢轻易伤人的。”老陈

解释说。“遇到小偷的时候千万不能怕，你

要用自己的气势镇住他。如果你很紧张，

不仅助长了小偷嚣张的气焰，而且会让小

偷误以为你要动手，进而出手伤到你。”

统一着装，佩刀唬人

治安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