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5 月 8
日，市民孙女士捡到一个钱包，里
面装有三个国家的纸币，折合人民
币 6000多元。钱包里还有多张银行
卡及山东定陶李兴梅的身份证。5月
10日，山东定陶失主李兴梅专程从
周口赶到我市，诚心诚意拿出 1000
元感谢孙女士，但被孙女士婉拒。

“我从事外贸生意，钱包里装有
不同国家的纸币。5月7日晚，我在
漯河市区嫩江路和朋友聚餐后，在
步行回宾馆的路上把钱包丢了。”李
兴梅说，钱包丢了她却不知道。在

周口洽谈生意时，她在微信上看到
朋友转发本报的报道才知晓。

“当时我就特别感激，钱包里的
银行卡、身份证很重要。”李兴梅
说，她立即联系了孙女士。

5月 10日，李兴梅从周口市赶
到我市，执意拿出 1000元酬谢孙女
士，但被婉拒。“我是一个山东人，
通过这次钱包失而复得，更感到河
南人的善良和真诚。”李兴梅说。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5月6
日，郾城区李集镇的陈志龙给本
报新闻热线打来电话，反映他家
的麦地被车碾压，造成了减产，
希望本报帮忙维权。接到电话
后，记者立即前往现场查看，得
知是有人在颍河边伐树，用车把
树木运走的过程中，碾了麦田。
经过调解，碾压麦子的当事人同
意赔偿。

当天下午 3点多，接到线索
后，记者立即前往现场。陈志龙
家的麦田在颍河北边。在河堤与
陈志龙家的麦田之间，有不少树
桩。陈志龙家地头有不少车辙
印，许多麦子被压倒。

“我承包了 60 亩地种麦子，
地头原本有一排杨树，上个月被
伐掉后，运输车直接从我家的麦
田边上通过，碾压到不少麦子。”
陈志龙告诉记者，负责砍伐的李
先生告诉他，将来肯定会照价赔
偿，但此后多次催促，赔偿依然

没有到位。无奈之下，5月6日中
午，他在颍河河堤上拦下运输树
木的车，并拨打报警电话，要求
李先生立即进行赔偿。

当天下午，民警也赶到现
场，对此事进行了调解。李先生
同意赔偿。

5月 10日下午，记者再次拨
打陈志龙的电话询问此事。陈志
龙告诉记者，他们对碾压的地块
进行了测量，李先生同意赔偿
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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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 辉）“哎呦
喂，见过这样的彩色村庄吗？”5月
10日上午，记者在源汇区干河陈乡
丁湾村走访时，见不少村民站在屋
外瞧稀罕。原来，今年 4 月份以
来，丁湾村经过统一规划，为村里
的庭院式房屋陆续粉刷了彩色外
墙，有的墙壁还画上了大幅的3D立
体画。

丁湾村紧邻澧河河堤，记者沿
着河堤走了一圈，看见一栋栋房屋
裹上了黄、绿、青、蓝、紫等多彩

“外衣”，让人眼前为之一亮。同
时，那柔和的色彩，与河堤风光融
为一体，丝毫不显得突兀、不合
群。每走几步，记者便会在墙壁上
邂逅一只栩栩如生的卡通动物，有
俯身探着脑袋的长颈鹿，有甩动着
长长鼻子的大象，有呼之欲出的大
鲸鱼……这些色彩斑斓的图画、生
动形象的卡通动物，也让村里的孩
子们喜笑颜开。

“以前的房屋院墙都是灰突突
的，有的地方还脏兮兮的，村里把

院墙粉刷一新，还涂上各种色彩、
画上动物，大眼一看，有点像童话
世界，心情好多了。”村民丁存喜欣
喜地说。

“丁湾村以往给人的印象是脏乱
差，现在我们是下决心改变村容村
貌。”丁湾村的一位村干部说，这些
彩色外墙、房屋墙壁上画的3D立体
画，都由专业的设计师涂绘。下一
步，村里还将围绕澧河做文章，不
断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力争把村
庄建成一个彩色村庄。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见习
记者 陈金旭） 5月10日下午，记
者在太行山路北段发现，多个太
阳能垃圾箱的橱窗玻璃被人损
坏，有的上面破了个大洞，有的
玻璃完全粉碎。

记者沿太行山路向北走，路
两旁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太阳能垃
圾箱。“这几个太阳能垃圾箱被
砸坏都有好几天了！”一名环卫
工人告诉记者，这段路上有 8名
环卫工，有的环卫工晚上11点下
班。

“有的是用砖块砸烂的，有
的是用脚跺烂的。”这名环卫工
把记者领到一个玻璃完全碎但还
没有脱落的垃圾箱前面，上面有

明显的脚印。
记者了解到，这批太阳能垃

圾箱是去年年底安装的。
“这些新型环保太阳能垃圾

箱很实用，既能把垃圾分类，还
能当广告牌，一举多得！”大河
花园小区居民王先生说，遗憾的
是，他们小区东门旁的一个太阳
能垃圾箱也遭到“毒手”，被砸
出一个大洞。

“这种行为应该严惩！”王先
生气愤地说。

围观的市民纷纷表示，马上
就要开食博会了，这段路人多车
多，很多外地客商会走这条路，
这些被砸坏的垃圾箱肯定会影响
城市形象。

痛心！太阳能垃圾箱遭毒手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轻信
网上代办，急于刊登遗失声明的
市民小朱被骗 310元。昨日，本
报广告部负责人表示，漯河日报
社从未委托任何人或单位在网上
办理广告业务。

小朱29岁，目前在我市一家
律师事务所实习。前不久，小朱
的律师实习证不慎丢失。

“补办需要在报纸上刊登遗失
声明。当时我在郑州来不及回漯
河，图方便在网上搜索漯河日报
社的联系方式。”昨日上午，小朱
告诉记者，5月7日，他在网上搜
到一个代办漯河日报广告业务的
网页，并通过 QQ 和对方取得了
联系。

“对方自称李梦丽，信誓旦旦
地保证在周一见报，并索要遗失
声明费用 300元和 10元的报纸邮
寄费。”小朱说。

5月9日，小朱回到漯河查看

报纸后，发现被骗了。
“几百元不算什么，气的是耽

误事。”昨日，小朱来到本报，希
望以自己的经历提醒广大市民谨
防受骗。

昨日，本报广告部负责人表
示，漯河日报从未委托任何人或
单位在网上或第三方代办广告业
务。广大市民可通过本报纸质报
纸或电子版首页下方的联系方式
进行业务联系。

昨日下午，记者将小朱的情
况向市公安局网警支队进行了举
报。

网上代办遗失声明？骗人的！

山东失主：河南人实诚
■《市民捡到钱包 内装多张外币》后续

运树碾倒麦子 赔偿600元

房穿彩衣墙为画 颜值噌噌往上涨

漯河“曲剧名丑”赵民甫

钟情曲剧五十载 登上央视展才艺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干一行爱一行”用在赵民甫身
上再恰当不过了：63岁的他，12岁
开始学曲剧，至今已51年。

4月 22日，赵民甫和他的沙河
曲剧团经过层层选拔，在中央电视
台戏曲频道 《一鸣惊人》 栏目与观
众见面。他在 《妯娌情》 中男扮女
装的反串表演，赢得了众多戏剧爱
好者的掌声和肯定。5月9日，记者
走近赵民甫，了解他的故事。

表演获小香玉点赞

4月22日晚上7点，不少戏迷朋
友打开央视戏剧频道，被屏幕上正
在播出的曲剧表演吸引，随着镜头
的转换，屏幕上出现的“漯河市沙
河曲剧团”更是让我市不少戏迷惊
喜：这是咱漯河的！

5月9日，在市区井冈山路一小
区，记者见到了该剧团的负责人、

《妯娌情》中嫂子的扮演者赵民甫。
赵民甫告诉记者，上央视表

演，他们是经过选拔的极少数。曲
剧 《妯娌情》 是他自编自演的现代
戏，讲述的是丈夫去世后，农村妇
女白凤莲对生活和未来感到绝望，
赵民甫扮演的嫂子鼓励其凡事往前
看、积极面对生活的故事。

“现在政策好，保险你不作难：
种地补着款，上学不要钱；吃药还
报销，能花你几个钱；出门坐汽

车，你看多方便……”赵民甫告诉
记者，他的表演，尤其是唱词得到
了评委小香玉的点赞。表演结束
后，现场观众纷纷上前与他合影，
并询问如何才能再次看到他的表
演。这都让他很开心。

排戏演戏组剧团

12岁时，老家在郾城区龙城镇
大赵村的赵民甫开始学戏，后在镇
剧团上班。1990年，他到郾城曲剧
团工作。不久，剧团开始走下坡
路，不少演员外出卖红薯、扫地、
做生意维持生计。眼看着有一技之
长的同事们如此讨生活，赵民甫觉
得很可惜，就将大家笼到一起。

“先保证人员不散，然后就是想
办法找演出机会。”赵民甫说，在他
的努力下，分散各处的同事们再次
聚在一起，曲剧团继续排戏、演
戏。至今想来，这事都让他骄傲。

2008 年从郾城曲剧团退休后，
赵民甫还是放不下曲剧，召集曲剧
爱好者、戏曲学校毕业生及退休的
老同事成立了一个曲剧团。赵民甫

担任团长，负责联系业务。因为他
丑角演得好，被称为“曲剧名丑”。

想把曲剧唱给更多人听

赵民甫说，剧团的服务对象主
要在农村：每年一到三月份，不少
农村有庚会，习俗上流行请戏班
子。这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其他
时候是淡季，主要承接一些开业、
诞辰等庆典活动。

“一年下来能演 300场左右，旺
季一月能演50场。”赵民甫说。

与曲剧相伴 51 年，赵民甫说，
表演时得到观众的掌声，是他最开
心的时刻。他最自豪的是两件事，
一是在他的组织下剧团二三十个人
一直聚在一起，一直在弘扬曲剧这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他的儿子
跟他一样从小学戏，目前就读于中
国戏剧学院，也成了一名戏剧演员。

赵民甫说，再过两年他可能就
退居幕后，把剧团交给大女儿赵丹
杰打理。他的心愿，就是希望能有
更多的机会，把他唱了 50多年的曲
剧唱给更多人听。

赵民甫在赵民甫在
央视表演的视央视表演的视
频截图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