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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青海人，她是漯河人；他俩
通过网络相识，在云南相恋；她毕业
后回到漯河，他一路追随；如今她在
漯河带孩子，他工作在海南……他叫
刘波，她叫冯文 （化名）。2月 13日，
记者来到他们家中，和冯文一起，与
刘波通过微信视频聊天，听他俩讲述
爱情故事。

网络相识，云南相恋

2007年，冯文考入云南省昆明市
一所高等院校。“大学生活无忧无虑、
快乐轻松。”冯文说，2010年，《非诚
勿扰》风靡一时，她跟风也相亲网站
上注册了一个账号。没过多久，一名
网友通过QQ添加她为好友。

通过聊天，冯文得知对方叫刘
波，在云南省曲靖市工作。网上聊了
一个星期，两人就约定见面。“我们很
聊得来，见面后感觉他人也挺好的。
我心想大四的课程也不紧张，就先跟
他联系着呗。”冯文说，此后两人的联
系频繁起来，但更多的是通过网络和
电话。“从曲靖到昆明，坐大巴车得四
五个小时，我们平均一个月见一两次
面。”冯文说，见面次数少并不影响他
们感情的发展，“就是感觉很合得来”。

她回到漯河，他一路跟随

2011年，冯文大学毕业，恋家的
她选择回漯河。刘波决定跟她去漯河。

“理由很简单，我喜欢她，不管她
到哪儿，我都会陪着她，跟她在一
起。”刘波说，他早就通过招聘网站，
在郑州找到了一份工作。“刚毕业急着
挣钱，在漯河没有适合的，我就暂时

在郑州工作，离漯河也近。如果有机
会，我肯定还是会到漯河的。”

“我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处于待业状
态，所以在一起的时间也多起来，两
人的感情更加稳固。”冯文说。

2012年4月，刘波到漯河工作。
“终于结束异地恋了！不过，异地

恋也证明我们的爱情经得起考验。”冯
文说，两个人朝出暮归，工作之余形
影不离，每天都腻在一起。“我是土生
土长的漯河人，他则一点也不熟悉漯
河，所以有空我就带他去我熟悉的地
方游玩、吃小吃，日子轻松、自在。”

2012 年年底，两人步入婚姻殿
堂。“我们俩基本没吵过架，可能是他
比我大，凡事儿都让着我，家务活也
都主动揽了下来。”冯文说，随着女儿
的诞生，他们成为幸福的三口之家。

“爸妈有生意，公公婆婆年龄大
了，所以我成了全职妈妈。”冯文说，

“我更喜欢处于工作状态，但家庭里总
有一方要做出牺牲。不过，等女儿一
上幼儿园，我就出去工作。”

视频聊天，感觉他就在身边

2016年 4月，婆婆生病，冯文带
着女儿去了青海。刘波也辞职回到西
宁老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开销增大，
想回西宁换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刘
波说，他如愿以偿地找到了一份“工
资要比在漯河时翻好几倍”的工作。

同在西宁，但家与工作地点有两
个多小时的车程，刘波基本上每周回
家一次。今年 1月，刘波的工作地点
变为海南。冯文则带着女儿回到漯河。

“每天白天，我在工地上忙得不可
开交。虽然累点，但为了老婆孩子以
后过上更好的日子，辛苦些也是值得
的。”刘波说，他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过
到晚上，“就跟下班回家了一样”。

“我们每天晚上通过视频聊天，聊
聊工作、孩子、未来……有时候聊得
投入了，就忘了他在海南，感觉他就
在身边一样。”冯文说，等天暖和些
了，她会带着女儿，一起到海南与刘
波团聚。

经过异地恋，结婚生子后他俩又长期分居两地

“每晚视频聊天，感觉他就在身边”

冯文和女儿在阳台上一起玩沙子冯文和女儿在阳台上一起玩沙子。。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这些网站也
太不负责任了吧，竟把舞阳划给了南
阳！”2月 14日，读者刘先生致电本报，
就互联网上多家网站出现《河南省南阳市
舞阳县教科体局召开 2017年春季开学工
作会议》一文提出质疑。

2 月 14 日，记者联系其中一家网站
时，客服人员表示，有可能是编辑在抓
取、编辑新闻时出现错误，他们核实后将
立即纠正。

2 月 14 日上午，记者登录漯河教育
网、河南省教育厅网站，看到《舞阳县教
科体局召开 2017 年春季开学工作会议》
的新闻，没有发现前面加有“河南省南阳
市”的字样。

随后，根据读者刘先生的指引，记者
在网上搜索新闻时，发现“青年人网”

“中国地区新闻网”等网站上，新闻内容
丝毫不差，但标题竟变为“河南省南阳市
舞阳县教科体局召开 2017年春季开学工
作会议”。

“这篇报道系我方转载自其他媒体，
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
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昨
天，记者联系了“中国地区新闻网”，客
服人员向记者表示，“有可能是网站编辑
在抓取新闻时，错误地加上了‘河南省南
阳市’6个字。”

该客服人员还表示，他们深表歉意，
核实后他们会立即纠正。

网站编辑不走心
错把舞阳归南阳

本报讯（记者 张玲玲）去医院做
康复治疗时，把电动车停放在门卫室
旁边，出来时发现车上多了一把U型
锁；担心是旁边电动车车主锁错了
车，本想等其来开锁，没想到旁边的
电动车不见了踪影；不得已，报警后
花 40元请开锁公司帮忙解决了麻烦：
这是市民梁先生的遭遇。2月 14日上
午，梁先生向记者讲述了发生在他身
上的蹊跷事儿。

自己电动车，别人加把锁

2月 13日上午 8点多，50多岁的
梁先生到市区大学路一家医院做康复
训练。“康复治疗大概一个小时，我就
把电动车放在了门卫室旁边，给后轮
上了锁。”梁先生说，他从医院出来、
开了锁骑车时，发现车子走不动，低
头一看，才发现前车轮上多了一把蓝
色的U型锁。

“当时，我的电动车旁边还停了一
辆电动车，两车的前车轮挨得近，而
且那辆电动车没有上锁，我就猜测是
那辆电动车的车主急着进去看病锁错

了车子。”梁先生说，考虑到那辆电动
车的安全问题，他就向门卫说明情
况，然后从门卫处借了一把锁，给那
辆电动车的前轮上了锁。

“我给门卫留下电话后就回家了，
等着有人打电话再去骑电动车。”梁先
生说，上午 11点左右，他给医院门卫
打电话询问，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门卫说那辆电动车不知道什么时
候不见了，锁也没有留下。”梁先生
说，当时他家里有事走不开，就让女
儿处理这件事。

“我赶到医院后，和门卫一起查看
监控录像，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
脉，却发现停放电动车的区域是监控
盲区，什么都看不到。”梁先生的女儿
梁女士说，“门卫大姐也很委屈，说借
给爸爸的那把锁是她正在用的锁。对
于那辆电动车是怎么被推走的，她也
不知道。”

花费40元，请人开锁

没办法，梁女士继续等待那把U
型锁的主人。然而，到下午 5 点多，

还是不见有人来问。
“实在等不及了，我就打电话请开

锁公司帮忙开锁，但对方说得先打110
报警备案后才能开。不得已，我又报
警叫来了警察，那把U型锁才被开锁
公司用一把大钳子剪断，我才骑走了
电动车。”梁女士说。

“因为那把锁，我们耽误了快一天
的时间，还花了 40元开锁钱，而且中
间的曲折经历让我感慨了无数次‘真
奇葩’。”梁女士说。

“我们仍然相信是有人粗心锁错了
车子，所以希望以后大家在锁车时，
一定要看清楚，以免给自己造成损
失，给别人带来麻烦。”梁女士说。

（线索提供者梁女士获50元奖励）

去医院做康复治疗出来，市民梁先生傻眼了——

谁给俺的电动车 又上一把锁
不得已报警，最终开锁公司解了围

本报讯（记者 王 培 杨 旭） 时下，
儿童玩具越来越高科技，但有些高科技并
不能保护孩子的安全。

日前，市民董文宇就在微信朋友圈发
了一张儿童电动汽车的图片，称“儿子刚
刚学会开车，就开上了马路，可把我吓坏
了”。

2月12日，记者见到了这位粗心的爸
爸董先生。

“今年春节，我在网上给儿子买了一
辆儿童电动汽车，可以由家长遥控，也可
以孩子自己驾驶，车上连安全带都有。儿
子很喜欢，每天都要在小区门口玩。”家
住市区辽河路东段一小区的董先生说。

“2月 11日我下班后带他玩，忘了带
遥控器，就让他自己开，碰到邻居说了两
句话，一扭头就看到他把车开到了马路
上。”据董先生回忆，当时正值晚高峰，
他家门前的马路虽然不宽，但机动车与非
机动车混行，非常危险。当时，儿子“开
车”差点与一辆三轮车相撞。他见状后立
刻冲了上去，一把拽住了正在行驶的儿童
电动汽车。算是有惊无险，但他吓出了一
头冷汗。

记者了解到，儿童电动汽车是董先生
花费 600多元买的，说明书称适合 1至 7
岁儿童使用。

董先生的儿子4岁，他原以为玩这种
玩具车没有危险，没想到还是因为自己的
疏忽险些造成伤害。

儿子“开车”上路
爸爸吓出一头冷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