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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齐 放）“我久仰
您的武德高尚、武艺超群，愿意拜您
为师，继承和发扬姜家拳……”2月
6日傍晚 6时，在市区长江路一家酒
店一楼大厅，浙江义乌男子杨军叩拜
在地，向师父谢怀成行拜师礼。这位
40岁的浙江汉子奔波千里，终于得
偿所愿。

义乌男子 痴心学武

记者在拜师仪式上看到，谢怀成
带领杨军向祖师敬茶，而后杨军行拜
师大礼、向师父敬茶、宣读拜师帖，
之后师徒互换礼物。

记者了解到，杨军5岁开始学习

南拳、少林拳，从浙江一家体校毕业
后担任体育教师。之后，喜欢武术的
杨军学习咏春拳，并曾下海经商。那
么，40岁的杨军，为何千里迢迢从
义乌赶到漯河拜师学艺？

“老师曾在我们义乌的广场、公
园义务教大家姜家拳，老师的武艺、
风采和人品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一直
想拜师学艺。”杨军说，今后他不仅
要向师父学武艺，更要学做人。

漯河拳师 扬名浙江

杨军的师父谢怀成，今年 57
岁，家在源汇区戏楼后街。 1970
年，10岁的谢怀成跟随孙书秀老拳

师学习姜家拳。之后，谢怀成在姜家
拳、长拳、南拳、猴拳、刀术、武术
散打等武术比赛中屡获冠军。

近年来，在浙江义乌发展的谢怀
成，带动许多当地人练姜家拳，收徒
300多人。

谢怀成说：“杨军为人忠厚，武
术功底扎实，希望他学有所成，把姜
家拳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

市武术协会副主席、姜家拳研究
会会长王忠义告诉记者，姜家拳起源
于隋末唐初，迄今已有 1400多年的
历史。20世纪 70年代初，孙书秀老
拳师将姜家拳带到漯河。目前，姜家
拳已经在漯河生根、开花，结出累累
硕果。

本报讯（记者 潘丽亚） 家住市区建设路
的曹女士，花了600多块钱在网上买了一对黄
金耳钉。2月 6日，收到货后，曹女士到实体
店鉴定了一下，没想到耳钉并不是卖家承诺
的足金。

“春节放假在家没事逛淘宝时，看到一家
店铺的黄金耳钉打折，原价 1460元的耳钉打
折680元，而且形状还是我喜欢的玫瑰花，当
时看了就很心动，再看卖家承诺是足金，没
有多考虑就买下了。”2月7日，曹女士告诉记
者，之所以在网上买黄金耳钉，一方面是不
想去商场逛，另一方面是网上样式新颖，价
格也比商场专柜便宜。

2月 6日，收到货后，曹女士还是决定去
商场专柜鉴定一下。结果商场专柜的工作人
员说，耳钉应该不是足金，但不能完全确
定。曹女士又咨询了另一家黄金专柜的工作
人员，对方也表示不会是足金。

见此，曹女士立即上网与卖家协商，最
终将耳钉退给卖家，拿回退款。“本来想图省
事，结果却是这样，看来以后买黄金饰品还
得去实体店里买。”2月7日上午，曹女士对记
者说。

那么，是不是网购黄金饰品全部不靠谱
呢？2月 7日，市区交通路一家金店的负责人
刘女士说，市民若想在网上购买黄金饰品，
最好选择各大品牌的旗舰店，且要保证能接
受专柜验货、能开具正规发票，这样相对来
说饰品的质量会比较有保证。

本报讯 （记者 王 辉） 打车没花多少
钱，却被司机找了50元假钞。2月7日，市民
陈女士向记者反映了这样一件事。

陈女士是一名孕妇。2月 6日晚上 9点 12
分左右，她从市区宏昌新苑小区出来，在小
区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到达目的地湘
江路与解放路交叉口下车，打的费是 15元。
她给了出租车司机一张百元大钞。司机找给
她的钱中，有一张50元的钞票。

“当时摸着这张 50元的钞票感觉不对劲，
颜色看着也有些异常。”陈女士说，当时她问
司机能不能换一张。

司机看了看钱，说没问题。“我挺着个大
肚子，也不想那么多事，加上晚上光线也不
清，可能是自己看错了。”陈女士说，她收下
钱下了车。因为不太放心，她就记下了出租
车的车牌。到家后，陈女士的丈夫一看，也
认为那张50元的钞票是假的。

“出现这种事心里不舒服。虽然钱不多，
但影响心情，一夜没休息好。”陈女士说，2
月 7日早上 8点多，她又来到小区附近的一家
银行，工作人员说那张50元的钞票是假的。

了解事情经过后，记者将此事反映给市
客运办。随后，市客运办通过出租车公司联
系上了司机，认真核实了事情。而后，出租
车司机主动联系陈女士，解释说假币也是他
收别人的钱，自己大意给陈女士带来了麻
烦，并换回了那张50元假币。

“多亏我记下了车号！”陈女士也希望以
自己的经历提醒其他市民。

市客运办工作人员表示，市民乘坐出租
车最好索要发票，以便必要时维护自身权益。

打的遇烦心事
被找50元假币

网购金耳钉
岂料非足金

浙江男子奔波千里 来漯拜师学艺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林润

2月 6日，市民轩先生在微信朋
友圈发帖：在交通路与建设路交叉口
附近，才换上几天的宣传栏，又遭破
坏。

“我记得年前的时候，这个地方
的宣传栏就被破坏过。这怎么又有人
来破坏呢？”“如果在这个地方装一个
监控探头，这种现象会不会少点
呢？”“被破坏的宣传栏总是不好看
的，相关部门还是赶紧给换一下吧！
然后再想想怎么预防这种事情再发
生。”网友“荒粒悬”等纷纷留言，
有的惋惜感慨，有的说想法，建议采
取有效的应对举措。

2月 7日上午，记者看到轩先生
的留言后，立即联系了他。

“那个地方的宣传栏年前被破坏
过，有人在那些宣传栏上刷黑东西，
后来换了，现在不知道谁又在上面乱
涂。”轩先生告诉记者。

昨天上午 10时左右，记者来到
市区交通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向西 200

米左右路北的一个小路上。
记者看到，小路东侧墙上，挂着

不少宣传栏。
记者注意到，一些宣传栏上，竟

然有人用黑色笔写了一串“办证”的
电话号码，和宣传栏上的内容格格不
入。记者沿着这条路向北走，看到有
人在一块宣传栏上用黑色水笔在人物
头像上乱涂乱画。

“年前的时候，你都没见，这宣
传栏上特别乱。”住在附近的丁阿姨
告诉记者，当时那些宣传栏上都是黑
墨，十分扎眼。后来，工作人员把那
个被损坏的宣传栏挪走了。没想到，
现在这些新宣传栏又被损坏了。

丁阿姨说，希望相关部门在挪走
这些被损坏的宣传栏的同时，能建立
一套长效监控机制，谨防有人再次破
坏这些宣传栏。

同时，丁阿姨还希望广大市民爱
惜宣传栏等公共设施，主动劝阻他人
损坏公共设施。

宣传栏屡遭毒手 市民直呼伤不起

被损坏的宣传栏被损坏的宣传栏。。

□文/图 本报记者 王麓棣

2月 7日，市民谷先生在微信朋
友圈发帖：大学路人行道上出现了十
几个螺丝钉。这些螺丝钉露在外面，
行人不注意的话很容易被绊倒。希望
大家路过的时候小心点。

“这些螺丝钉留在地面上真是个
隐患，还是尽快清理掉吧。”“如果不
仔细看，很难注意到，特别是一些小
孩子，如果磕着碰着了，那就不是小
事了。”“前几天路过那里的时候，没
有注意，直接绊倒了，腿都磕破
了。”网友“骄阳似水”等人纷纷留
言，有的讲述被绊倒的遭遇，有的提
醒市民注意。

2月 7日上午，记者看到市民谷
先生的帖子后，赶到了他所说的市区
大学路。

上午 10点 30分，记者来到大学
路南侧的人行道上，看到了谷先生所
说的“露头钉”。

这些螺丝钉共有 13颗。由于这

些螺丝钉突出路面不多，如果不仔细
看，很难发现。这些螺丝钉虽然不起
眼，但附近居民遭了殃，多人曾被它
们绊倒。

“附近有学校，住宅楼也不少，
市民在人行道上走路时如果不注意脚
下，很容易被这些螺丝钉绊倒。”附
近居民郭峰告诉记者，他的亲友就曾
被“露头钉”绊倒过。希望有关部门
尽快将这些螺丝钉清理掉。

“这是原来一些安装在这里的公
共设施拆除后遗留下来的。除了影响
道路美观，‘露头钉’也是隐形路
障，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加上现在天
冷，一旦摔倒，很可能导致骨折。”
另一位附近居民李先生对记者说，

“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这些小隐患，及
时清除，莫让‘露头钉’成为市民行
路的绊脚石。”

市区大学路南侧人行道

“露头”螺钉13颗 走路请当心

人行道上的人行道上的““露头露头””螺丝钉螺丝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