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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生安全知识指南》主要内容简介：校园总是充满着朝气和活力，但校园并非“世外桃源”，校
园与现实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存在着必须时刻关注的各类安全问题，或是明显的，或是潜在
的；或是内部的，或是外部的；或是无知造成的，或是明知故犯带来的等等。为加强大学生安全防范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和生活秩序，《大学生安全知识指南》收集了近年来我校
及其他兄弟高校发生的一些典型案件、事故和事件，以使在校大学生能从中吸取教训，警钟长鸣，安
全顺利地度过美好的大学时光。《大学生安全知识指南》作者王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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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从作案时间上分析。一是刚开学或快放假时段易发案。刚开学时大家都有钱，是窃贼重点行动
时期；快放假时大多数同学的钱虽然所剩无几，但大家一个个归心似箭，所以这时宿舍比较乱，个别
人会趁机行窃。二是集中上课时段易发案。这时宿舍楼内空空如也，很容易给窃贼留下作案时间和空
间。三是夏季时段易发案。夏季，有不少男生一味图凉快，晚上连宿舍门也不关，离开宿舍时不关窗
子等习惯都易引发盗窃案。还有像学校举行大型活动时、期末考试时、周末等时段，也是易发生盗窃
案的时间。　　2.从被盗学生宿舍类型来看，一般以下几种宿舍易发生盗窃：　　①居住成员混杂，
不同属一个班级甚至不同属一届的学生宿舍。这种宿舍来往人员较多且成分复杂，许多人互不熟识，
难以互相照应，容易被盗窃分子钻空子。　　②互不关心，同学关系紧张的宿舍。。这种宿舍同学之
间关系时好时坏，长时间紧张，即使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由于事不关己，也会高高挂起，这是窃贼
求之不得的。　　③随意留宿他人或钥匙管理不严的宿舍。　　④门窗不及时关闭、宿舍管理制度不
健全及值班人员责任心不强的宿舍。　　（二）窃贼的主要伎俩　　盗窃分子进入学生宿舍作案，主
要目标是现金，包括存折、汇款单（窃贼盗窃后会立即去银行或邮局取款），其次是手机、笔记本电
脑、数码相机、MP4等价值较高又便于携带的物品，再次是价值较高的衣物。盗窃分子人室后，往往
先是开抽屉，越是上锁的被撬的可能性越大，其次是开箱子，再次是翻褥子枕头。一些老练的盗贼搜
寻既快又细，既使是放在枕芯里、褥子下、屉子与盒子里的现金，也难逃其“毒手”。盗窃分子被同
学发现后，一是骗，推说是找人的，或说是外系的，如同学信以为真，不认真盘问，就会被其蒙混过
关；二是逃，趁只有一两人发现，还未对其形成合围之势，立即逃之夭夭；三是混，有些盗窃分子因
深入宿舍作案，一时逃不出去，往往先逃出发现者的视线，躲入厕所、空房、阳台等处，等过了紧张
时刻再从容离去；四是求，装出一副可怜模样，哀求私了或放他走；五是铤而走险，掏出凶器威胁。
这种情况虽不经常发生，但同学们在捉拿盗贼时，对这一招也应有必要的思想准备，防止发生意外。
保护好每个同学的财物不发生被盗，这不仅是个人需要关心的事，而且要靠全体学生的共同努力。　
　应该注意的问题：　　1.最后离开寝室的同学要锁门，不要怕麻烦，要养成随手关、锁门的习惯，
一时大意，往往后悔莫及。　　2..高校学生宿舍大多是筒子楼，学生短时离开宿舍不锁门引发盼溜门
盗窃案经常发生，一般占入室盗窃案总量的三分之一或更多。由于此类案件多是有现场但作案遗留痕
迹较少，所以，查破难度很大。同学们去水房，上厕所，串门聊天或去买饭时不锁门，睡觉时不锁门
等等，都会留下隐患。3.不能留宿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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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狼人室。　　4.对形迹可疑的陌生人应提高警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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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自由，房门大开，往往顺手牵羊偷走现金衣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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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模样在宿舍里到处乱窜，一遇机会就大捞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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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同学们多问伺，他们往往会露出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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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假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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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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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做到换人换锁，并且不要将
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失控，宿舍被盗。　　（三）学生宿舍里发’现可疑人怎么办　　如果你在
宿舍里发现可疑人，但无法确定其是否窃贼，怎样才能做到处理适宜，既不冤枉好人，造成矛盾，又
不放过坏人，导致损失呢？1.发现可疑人应主动上前询问，这时态度应和气，但问话应细致些。如果
来人确有正当理由，一般都能够说得清楚。如来探亲访友的，多半所说姓名及所在院系、年级、班级
不错，必要时还可帮其找人。　　2.来人回答疑点较多，如所说的专业，班级不对号，要找的人根本
不存在，神色慌张左顾右盼等，则可进一步盘问，必要时还要询问其姓名、单位，然后要求看看其有
无身份证、工作证、学生证等证明。为避免矛盾，也可叫学生干部、值班人员按宿舍制度出面询问。
经核实身份无误，又未进一步发现盗窃证据，可由值班人员记录其单位、姓名、来舍时间后让其离去
。3.如来人经盘问疑点很多，不肯说出真实身份，或身边携有可能是赃物、作案工具等物品，应由宿
舍值班人员及学生治保人员一边按宿舍管理规定与其谈话将其拖住，一边打电话给学校保卫部门，请
求尽快来人审查弄清情况。　　4.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态度始终要和气，即使可疑人激动争吵，
也应请值班人员按宿舍管理规定与之说理，切不可动手。二是不能随意进行拽查，因为这样做是违法
的。三是如果可疑人真是盗窃分子，还要-防止。其突然行凶或逃跑。　　（四）怎样对付盗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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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警惕性不可少。要时刻警惕寝室窃贼，不要被轻易骗过。有的盗贼进宿舍见门没锁就推，有机
可乘就捞一把，屋内有人或被盘问则以找人等借口搪塞蒙混。如果缺乏警惕，被盗贼骗过而不能识破
，就谈不上怎样对付了。　　2.要发挥同学们的集体力量。宿舍里绝大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总：留有
一部分同学，不管是否认识，只要听说宿舍里进来小偷，大多是会挺身而出的。要根据不同情况，及
时有效地告知同学们。如像前面谈到的那两位同学，盗贼未被惊动，应一面把住门一面就近叫来同学
，来个瓮中捉鳌。如果盗贼已被惊动，则应大呼抓小偷，招来同学一起抓贼。　　3.要以正压邪，盗
窃分子作贼心虚，在学生宿舍这种特定环境中，绝大多数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如撞见盗贼正在作案，
应尽快拿起手边可用以自卫的工具，如棍子、酒瓶、凳子、砖头等，堵住盗贼逃跑出路，大声喝斥、
警告之，对其形成威慑，同时大叫捉贼招呼同学。如盗贼胆敢行凶，可进行正当防卫，一般只要对峙
一两分钟，同学们就会纷纷赶到。　　4.要随机应变、注意安全。在援兵未到之前，要和盗贼保持一
定距离，谨防其狗急跳墙，行凶伤人，以能控制盗贼防其逃窜为目的。万不得已盗贼夺路逃跑，应紧
紧盯住，同时呼叫抓贼，校园里师生众多，只要不让盗贼脱离视线，还是有机会抓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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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生朋友们，安全教育不仅仅是国家的事、学校的事，更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有美好的理想
、未知的前程，而体现人生价值的前提是拥有健康的生命。让我们时刻提醒自己“安全”两字，让花
朵争奇斗艳，不再凋谢。愿你们早日实现心中梦想，成为高素质的栋梁之材。　　《大学生安全知识
指南》（作者王秀章）收集了近年来我校及其他兄弟高校发生的一些典型案件、事故和事件，以使在
校大学生能从中吸取教训，警钟长鸣，安全顺利地度过美好的大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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