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有行人、车辆、道路这三个交通安全要素存在，就

有交通安全问题,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就会造成严重

后果，断送美好的前程，甚至生命。虽然临近放假，但同学们

还是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提高警惕，不要因麻痹大意而发

生交通事故。

大学生交通安全事故的主要表现形式院
1. 校园内易发生的交通事故。校园内发生交通事故的

主要原因是思想上麻痹和安全意识淡薄。许多大学生缺乏

社会活动经验，头脑里交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有的同学在

思想上还存在校园内骑车和行走肯定比公路上安全的错误

认识，一旦遇到意外，发生交通事故就在所难免。校园内发

生交通事故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

⑴注意力不集中。这

是最主要的形式，表现为

行人走路时边走路边看

书边听音乐，或者左顾右

盼，心不在焉。

⑵在路上进行球类

活动。大学生精力旺盛，活泼好动，即使在路上行走也是蹦

蹦跳跳，嬉戏打闹，甚至有时还在路上进行球类活动，更是

增加了发生事故的危险。

⑶骑“飞车”。一般高校校园面积都比较大，宿舍与教

室、图书馆等之间的距离比较远，所以许多大学生购买了自

行车，课间或下课时骑自行车在人海中穿行是大学的一道

风景线。但部分学生骑车技术也实在“高超”，居然能把自

行车骑得与汽车比快慢，孰不知就此埋下了祸根。

2. 校园外常见的交通事故。大学生余暇空闲时购物、

观光、访友、到市区活动，由于这些地方车流量大、行人

多，各种交通标志眼花缭乱，与校园相比交通状况更加复

杂，若缺乏通行经验，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会很高。有的

学生公寓建在校外，每天上课、下课时在校园周边地区形

成人流、车流高峰，成为大学生交通事故新的多发地带。

大学生离校、返校、外出旅游、社会实践、寻找工作等外出

活动中，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有时

甚至造成群体性伤亡，教训十分惨重。

交通安全 不容忽视！

上期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夏季外出防盗的

招数，现在正值六月，假期在即，宿舍防盗也

相当重要，小编在此向大家提供防盗应注意

的事项。保护好每个同学的财物，这不仅是个

人的事，而且还要靠全宿舍全班的人共同努

力。

渊一冤防止被盗袁我们应注意院
1. 严禁留宿他人。年轻人热情好客很正

常，但不可违反学校宿舍管理规定，更不能丧

失警惕，引狼入室。

2. 对形迹可疑的陌生人应高度警惕。外

来人员在宿舍里盗窃，有的是兜售物品的商

贩，见宿舍管理松懈，进出方便，房门大开，往

往顺手牵羊偷走现金；有的是盗贼进宿舍“踩

点”，摸清了情况，看准机会，就撬门扭锁大肆

盗窃；还有盗窃学生宿舍的惯犯，打扮成学生

模样在宿舍内乱窜，一遇到机会就大捞一把。

不管是哪一类型的盗窃分子，都有在宿舍里

四处走动、窥测张望等共同特点，见到这类形

迹可疑的陌生人，只要同学们多问问，往往会

露出狐狸尾巴。即使不能当场抓住，也使盗窃

分子感到无机可乘，不敢贸然动手，客观上起

到了预防作用。

3. 暑假即将到来，因多数同学回家，留校

的少数同学不上课，喜欢带社会上的朋友和

外校的同学进来玩，来往人员较复杂，若不加

强学生宿舍管理，容易发生盗窃案件，因此，

留校学生要支持配合学校做好假期中的管理

工作。

4. 做到换人换锁，并且不要将钥匙交给

他人，防止钥匙失控，宿舍被盗。

5. 最后离开宿舍的同学要锁门，不要怕

麻烦，要养成随手关、锁门的习惯。

渊二冤遇到盗窃怎样对付院
1. 必要的警惕性不可少。

2. 要发挥同学们的集体力量。

3. 要以正压邪。

4. 要随机应变、注意安全。

5. 要头脑冷静，急而不乱。

6. 抓获窃贼后，一面采取强制措施将其

控制住，一面通知学校保卫处。要注意：抓住

窃贼后一是不能疏忽大意；二是强制程度要

适当。

7. 如遇到两个以上的盗窃分子结伙作

案，在他们分头逃跑时要集中力量抓住一个。

同时要注意，团伙作案被发现后行凶伤人的

可能性更大，应随机应变，注意安全。

8. 在无法当场抓获窃贼的情况下，应记

住窃贼特征，包括年龄、性别、身高、胖瘦、相

貌、衣着、口音、动作习惯，以及身上的痣、瘤

子、斑、刺花、残疾等各种特征，佩带的戒指、

手镯、项链、领花、耳环等各种饰物的情况，以

便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渊三冤发现宿舍被盗后怎么办

1. 发现寝室门被撬，抽屉、箱子的锁被撬

坏或被翻动，应立即向保卫部门报告。

2. 保护好现场。

3. 如发现存折、银行卡被盗，及时到银行

挂失，防止盗窃分子将存款取走。

4. 如实回答前来勘验和调查的公安保卫

干部提出的各种问题。

5. 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反映线索，

协助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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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本学期期末，又到了

诈骗犯活跃的高峰期，找工作

的大学生奔波于社会与学校之

间，接触的人和事较为复杂，受

骗几率尤其大，这里小编为大

家介绍防骗常识，希望同学们

能够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几种常见诈骗手段：

① 假 冒 身 份 ， 流 窜 作

案———诈骗分子往往利用假名片、假身份证与人进行交往，有的还

利用捡到的身份证在银行设立账号提取骗款。骗子为了既能骗得财

物又不露出马脚，通常采取游击方式流窜作案，财物到手后立即逃

离。还有人以骗到的钱财、名片、身份证、信誉等为资本，再去诈骗他

人，重复作案。

②投其所好，引诱上钩———有些诈骗分子往往利用被害人急于

就业或出国等心理，投其所好，应其所急，施展诡计而骗取财物。

③真实身份，虚假合同———利用合同或无效合同诈骗的案件，

近几年来有所增加。一些骗子利用高校学生经验少、法律意识差、急

于赚钱补贴生活的心理，常以公司名义、真实的身份让学生为其推

销产品，事后却不兑现诺言和酬金而使学生上当受骗。对于类似的

案件，由于事先没有完备的合同手续，处理起来比较困难，往往时间

拖得很长，花费了许多精力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④借贷为名，骗钱为实———有的骗子利用人们贪图便宜的心

理，以高利集资为诱饵，使部分教师和学生上当受骗。个别学生常以

“急于用钱”为借口向其他同学借钱，然后挥霍一空，要债的追紧了

就再向其他同学借款补洞，拖到毕业，一走了之。

⑤骗取信任，寻机作案———诈骗分子常利用一切机会与大学生

拉关系、套近乎，或表现出相见恨晚而故作热情，或表现得十分慷慨

以朋友相称，骗取信任后常寻机作案。

保卫处特别提醒院1. 不要将个人有效证件借给他人袁 以防被冒

用遥 2. 不要将个人信息资料如存折渊金融卡冤密码尧住址尧电话尧手机尧
呼机号码等轻易告诉他人袁以防被人利用遥 3. 对陌生人不可轻信袁不
要将钱物借出遥 4. 防止以野求助冶或利诱为名的诈骗行为袁一旦发现

可疑情形袁应及时向父母尧老师或保卫处报告遥 5. 切不可轻信张贴广

告或网上勤工助学尧求职应聘等信息遥

1. 提高交通安全意

识。不管是校内还是校

外，发生交通事故最主

要的原因是思想麻痹，

安全意识淡薄。乘坐交

通工具，依次上下，不挤

不抢。车辆行驶中不得

把身体伸出窗外，乘坐

长途客车，中巴车不能

贪图便宜，不要乘坐车

况不好的车，不要乘坐“黑巴”、

“摩的”。乘坐火车、轮船、飞机

时，必须遵守车站、码头和机场

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

2.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除提

高交通安全意识，掌握基本的交

通安全常识外，还必须自觉遵守

交通法规。在道路上行走，应走

人行道，无人行道时靠右边行

走。走路时要集中精力，“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不与机动车抢道，

不突然横穿马路，翻越护拦，过

街要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不

进入标有“禁止行人通行”、“危

险”等标志的地方。

宿舍防盗，我们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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