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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 光 潘丽亚） 1
月 16日，市民吴先生拨打本报新闻
热线3139148联系记者，称自己家刚
买一个月的电动四轮车，在沙澧河风
景区入口停车场丢了。

电动四轮车被盗

16日上午，记者在市区嵩山路
澧河桥南岸见到了吴先生。吴先生就
住在桥西的金域蓝湾小区。

由于外孙女刚上幼儿园，为了接
送方便，2016年 12月，吴先生家买
了一辆电动四轮车。1月 13日上午 8
点，他把外孙女送到幼儿园后，把电
动四轮车停在了沙澧河风景区入口的
停车场里，然后步行走小区后门回了
家。“想着景区入口有监控，人来人
往也比较多，停在那里感觉比较放
心。”吴先生说，没想到，中午吃了
饭，他却发现自家的车不见了。

吴先生一下子慌了神，忙把车丢
了的事告诉家人，家人赶忙打了
110。警方赶到后，观察了现场，看
到景区入口处有一个监控摄像头，感
觉可能拍到偷车贼。1月 16日上午 9
点多，记者和吴先生、民警一起来到
沙澧河建管委，查看了景区入口监控
摄像头拍摄下的盗窃过程。

监控显示，1月13日上午9点20
分，一男一女骑乘一辆电动摩托车来
到吴先生的电动四轮车旁。穿红上衣
的男子下车，在电动四轮车四周转悠
了两圈后就下手了。两三分钟后，男
子就得手了，骑着电动四轮车就往外
走。或许是紧张、不熟练，男子开着
电动四轮车还撞到了旁边的花坛。那
名女子则骑着电动摩托车离开。

由于两名小偷都戴着帽子、口
罩，从监控中看不清他们的面貌。

“小偷真是太猖狂了，大白天在
监控底下都敢下手。在他偷车时，旁
边的景区入口还不时有人出入。”吴
先生看了监控后，对小偷的行为更加
气愤，同时他也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提
醒市民注意财物安全。

电动三轮车被偷

无独有偶。1月12日，市民樊女
士在本报微信平台发帖，称她新买的
电动三轮车在市图书馆前丢失。

1月12日上午，记者联系到了发
帖的樊女士。她告诉记者，1月11日
下午，她带孩子去市图书馆看书，前
后不到 20分钟的时间，新买的电动
三轮车就不见了。

樊女士说，因为每天要接送孩子
上学，家里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
2016 年 11 月，她的电动三轮车被
盗。2016年 12月，她又花 7000多元
钱买了一辆全封闭的电动三轮车。刚
骑了没多长时间，这就又被盗了。

樊女士说，当时她带孩子去市图
书馆时，因为没有看车的，她就把电
动三轮车停在了监控摄像头下。看书
过程中，她就一直担心电动三轮车被
盗，还时不时地按一下电动车的报警
器。仅仅隔了十来分钟，她发现报警
器不响了，就赶紧跑出来，却已看不
到自己的电动车了。虽然报警后也查
看了监控，但从监控里看不清小偷的
样貌，所以暂时难以破案。

“这才两个月的时间，就丢了两
辆电动车，让人咋不生气呢？马上要
过年了，却遇到这事儿，这年都过不
舒心。”樊女士说，她也希望通过自
己的经历提醒大家，临近年关，外出
时注意电动车等财物安全。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春节临近，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各
种用来装饰房间、增添节日喜庆气氛的年宵
花深受市民欢迎。1月15日，记者走访我市花
卉市场发现，走平价路线的“小花”成为市
民家庭选购的首选。

1月15日，在市区柳江路花卉市场，不少
市民前来选购年宵花。杜鹃花、蝴蝶兰、红
掌、发财树、百合、玫瑰等花卉姹紫嫣红、
争奇斗艳。“蝴蝶兰怎么卖？”“老板，多买几
盆，便宜点吧？”市场里，不少摊位前都有爱
花人驻足询问。

“快过年了，买几盆颜色鲜艳的花放在家
里，增添过年的喜庆气氛。”在一个摆放着黄
色、紫色、粉色如蝶起舞的蝴蝶兰摊位前，
市民赵静看了又看，很是喜欢。最终，她花
265元钱买了一盆紫色的蝴蝶兰。

“现在买花的人还不是太多，给你的都是
成本价。我们这里大部分花卉都是从南方运
过来的，运费早就涨价了，价格也比前段时
间高了点，但跟往年相比基本持平。等过了
小年，买花的人就多了，说不定还要涨价
呢。”店主李女士说，“这两年都是传统花卉
卖得好，小杜鹃、百合花、翠兰、鸿运当
头、平安树等这些走平价路线的卖得最好，
也就几十块钱，高端花卉销量一般。”

在另一家摊位前，地上的箱子里和木架
子上，摆放着各种类型的多肉植物，几位年
轻人正在挑选。

“多肉植物最好养了，回去不用怎么管
它，一个月洒一点水就行。而且价格便宜，
一般的十块钱，好点的带盆也就几十块钱。”
一位卖花的老板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对记者
说，“现在卖得最好的还是年宵花和多肉植
物。多肉植物好养，这两年一直卖得很好。
另外，因为快过年了，很多人是专门来买一
些年宵花回去放在家里，像这种红掌、蝴蝶
兰、杜鹃、仙客来，都卖得挺好。”

除了传统的年宵花，今年因为雾霾天气
较多，一些具有净化空气作用的绿色植物销
量也不错。

一位花卉销售人员说，进入冬季，很多
人家里开暖气，室内比较干燥，再加上前段
时间雾霾天气多，所以绿萝、虎皮兰、吊兰
这些绿色植物销量不错。

在 107国道附近经营花木生意的郭先生，
进入这行已经有十几年时间了，主要做花木
种植、批发生意。

“前几年我也种花，但是漯河冬天气温
低，种花的自然条件不好，再加上这几年机
关单位、企业使用量少了，花卉生意不太
好，所以我就转型做苗木批发生意，花卉经
营得很少了，主要是一些小型花卉，销量还
是可以的。”郭先生说，市民买花，就是希望
生活像花儿一样美好。

花卉市场升温
“小花”唱主角

在柳江路花卉市场，市民选购年宵花。

春节临近 谨防小偷

监控探头下 两辆电动车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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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 光） 1月16日
上午，召陵区召陵镇詹庄村二夹弦剧
团正式登台亮相，唱出了 30多年来
的第一嗓。

詹庄村戏曲文化浓厚，20世纪
70 年代，村里曾组建二夹弦剧团。
后因种种原因，剧团解散。2016年
年初，村民又拉起四胡、敲响堂鼓，
村上又恢复了二夹弦剧团。

“不错，还是当年的那个味儿”

1月 16日上午 9点多，詹庄村村
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广
场上搭起了舞台，村民在台下等候，
演员在幕后化妆，村二夹弦剧团首场
演出即将开始。

上午 10 点多，演出正式开始。
首先是上演的是二夹弦经典曲目《王
莽篡朝》。演员一开腔，就赢得村民
阵阵掌声。之后是《白莲花》。紧接
着，十多位演员带妆登台，表演了

《贺后骂殿》。
“不错，还是当年的那个味儿。”

记者看到，村民们听到耳熟能详的曲
调后，情不自禁跟着唱了起来，有的
甚至手舞足蹈。

一位村民说，已经 30多年没看
村里剧团的演出了，当年的那个村办

剧团又回来了。

曾经，不吃不穿也得听段二夹弦

68岁的王守产是詹庄村二夹弦
剧团团长，擅长演奏四胡。

“詹庄村解放初期就有唱戏的传
统，当时村上还有越调剧团。”王守
产说，村里曾来两位西华县二夹弦剧
团的演员，唱腔委婉动听，深受村民
喜欢。村里就从西华县请来老师教二
夹弦。当时，逢年过节或冬天农闲，
二夹弦表演就相当活跃。

“当时有个顺口溜，不吃不穿不
过年，也得听段二夹弦，说的就是老
百姓对二夹弦的喜爱。”王守产说，
他曾在西华县学习二夹弦。20世纪
70年代，他在詹庄村成立戏校和二
夹弦剧团。后来，因种种原因，戏校
停办，剧团也解散了。

如今，30多年后唱出第一嗓

2015年9月，市政府接待办驻村
工作队来到詹庄村。驻村第一书记郝
河忠得知村民对村办剧团念念不忘，
打算帮一把。

2016 年年初，村民田富根等人
将在信阳一家豫剧团拉四胡的王守产

请回，筹建詹庄村二夹弦剧团。
王守产把跟他学过戏的 30多名

村民召集起来，组成二夹弦剧团。
郝河忠通过召陵区慈善总会联系

到市豫剧团，为二夹弦剧团争取到一
批旧演出服装、道具等。

1 月 16 日，市豫剧团将演出服
装、道具、灯光和音响，送给詹庄村
二夹弦剧团。

经过一年的筹备和排练，1月16
日，詹庄村二夹弦剧团正式登台亮
相。这是詹庄村二夹弦剧团消失 30
多年后唱出的第一嗓。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排练，为春
节演出做准备。”王守产说，剧团演
员多年没有登过台，困难很多，但他
们相信剧团会给村民带去很多快乐。

村办剧团 30多年后再开腔

二夹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戏曲剧种，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
史，曾广泛流行于苏、鲁、豫、皖
四省边界地区。这一戏剧伴奏乐器
主要是四胡。这种四胡上的四根
弦，每两根分别夹一束弓上的马
尾进行拉奏，人们因以名之，称之
为“二夹弦”。目前，二夹弦已成功
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