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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丰收 村民笑容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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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 明明

老照片牵线 30年后再重逢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2 月底开始种植，历经 8
个 月 辛 勤 栽 培 ， 国 庆 节 期
间，郾城区裴城镇宋岗村村
民闫国冠种植的十五亩甘蔗
终于成熟。10月3日，在收获
的时候，闫国冠还请乡亲们
品尝。

闫国冠接受采访时说：
“今年甘蔗丰收，亩产预计突
破万斤，这让一家人充满了
希望，我们盼望着能够通过
卖甘蔗弥补亏空，走上致富
路。”

十五亩甘蔗喜获丰收

10月3日上午，空旷的农
田内一望无垠，不少拖拉机
正 拉 着 犁 耙 在 田 间 翻 耕 土
地，为秋种做准备。在宋岗
村东边一片甘蔗田内，两米

多高的甘蔗个头粗壮，叶子
迎风摇摆，长势喜人。

闫国冠和叔叔闫红要将
甘蔗从地里采挖出来，麻利
地去皮，分给乡亲们品尝。

“真甜”“好吃，还不塞牙。”
吃着脆甜的甘蔗，乡亲们赞
不绝口。

闫国冠说，他种植的甘
蔗，皮薄、口感好，并且每
种颜色口味也不一样。“10月
份甘蔗基本成熟，目前主要
是供应镇上的超市和零售，
有需要就到地里采挖。”闫国
冠告诉记者，这样售卖容易
保存，并且甘蔗在地里会越
来越甜。

丰收背后是辛勤付出

闫国冠的妻子陆海花老
家在广西河池市农村，那里
盛产甘蔗，她有种甘蔗的技
术。2018 年，陆海花提议用
家里的地种甘蔗，既能产生
经济效益，又能在家照顾孩
子。两人从广西引进苗种，
尝 试 着 种 了 五 亩 “ 水 果 甘
蔗”。虽然在河南的生长周期
长，没有广西那边长得高，
但这五亩甘蔗的甜度、口感
不比广西的差。

“大家都说好吃，收入也
比原来种地强多了，今年把
种植面积扩大到了十五亩，
并雇了村民帮忙。”闫国冠
说，种植甘蔗即是一项技术
活，又是体力活。随着甘蔗
的生长，后期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剥甘蔗叶，锋利的叶子
很容易割伤手，上面的毛毛
还会刺激皮肤。历尽千辛万
苦，终于迎来了成熟上市的
时间，预计亩产万斤以上。

“甘蔗虽然甜，但丰收并
不容易。”闫国冠感叹说，因
为种植甘蔗，至今还欠朋友
几万元外债，妻子也因过度
劳累卧床，今年应该能弥补
亏空，也希望妻子能尽快康
复。

闫国冠闫国冠（（右右））和叔叔正在挖甘蔗和叔叔正在挖甘蔗。。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30年前，4岁的于春红和
王童进入幼儿园成为同桌，
当年教师节活动中，摄影师
马 廷 显 拍 下 一 张 他 们 的 合
影。10月2日，这张老照片在
临颍县南街村举办的摄影展
上展出。巧合的是，30 年未

见的三人竟在这张照片前再
次相遇。

10月2日，南街村举行了
“大美南街”主题摄影展启动
仪式。马廷显原在临颍县文
化馆工作，是一名摄影爱好
者。当天展出的照片，有很
多是他拍的。

“我在现场看照片时，一

名女孩指着一张 30 年前的照
片说这个小女孩是她，这时
候旁边一名男孩震惊地对女
孩说旁边的男孩是自己小时
候。”马廷显说，听到他们
的交谈，他赶紧凑了过去，
就这样三人再次相遇了。

照片中的于春红和王童
告诉记者，当年他们只有 4
岁，进入幼儿园成了同桌。
后来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断
了联系，以至于 30 年后再见
面时，几乎认不出彼此，也
忘记了曾经同桌过。

于春红说，她大学毕业
后一直在郑州工作、生活。
国庆节放假回老家，听说家
乡有摄影展，就抱着好奇心
来看看。“在这种情况下跟儿
时同桌偶遇，真是太让人惊
喜了。转眼 30 年过去了，我
们都长大了。再看到那个时
候的彼此，不得不感慨时间
过得真快， 家乡发展的也越
来越好了。”于春红笑着说。

于春红（左）和王童重逢。

本报讯（记者 齐 放） 10
月 8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源
汇分局对漯河市某商贸有限公
司作出处罚决定。经过调查取
证，该公司将保健品冒充药品
销售，诈骗老年人钱财。

9 月 16 日，源汇分局民主
路所接到何女士投诉，在市区
美盛大厦，有人将保健食品冒
充药品销售，购买者大部分是
老年人，请求查处。

接到投诉后，该所负责人
牛耕带领执法人员赶到现场。
经查，漯河市某商贸有限公司
自2016年成立以来，负责人李

某招聘业务员20余名，借发放
广告散页之名获取客户的家庭
住址、电话号码等信息，尤其
对年龄偏大的老人做专门登
记，以电话或邮寄中奖卡为诱
惑，致使消费者上当受骗。

据当事人李某称，成功邮
寄奖卡后，老年人一般会按时
到指定位置领取物品，之后，
业务员趁机推销某公司生产的
保健品。老年人看到产品宣传
手册上称对疾病有疗效，就会
购买一些，少则2000多元，多
则 1 万多元。之后，业务员就
跟踪服务，使老人越陷越深。

保健品冒充药品 罚

救助醉酒女子
□本报记者 杨 淇

10 月 4 日下午 2 点 40 分，
辅警赵嘉豪在市区黄河路与黄
山路交叉口执勤时，发现一名
女子躺在人行道上。赵嘉豪上
前查看时，闻到女子一身酒
气。

由于女子醉酒言语不清，

赵嘉豪在女子携带的包内只找
到了身份证、银行卡、和部分
现 金 ， 于 是 便 拨 打 了 110 和
120。醉酒女子被送往医院，民
警通过身份证查询到了女子家
人的联系方式。

10 月 8 日，该女子来到黄
河路与黄山路交叉口的岗亭
处，向帮助她的辅警表示感谢。

捡背包还失主
□本报记者 杨 淇

“两位阿姨，太感谢你们
了，这包里有我的生活费，要
是丢了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0 月 5 日，一名女孩对漯河市
中心汽车站工作人员白爱丽和
李桂红说。

10 月 5 日上午，李桂红在

候车厅三品检查处捡到一个背
包，包内有1100元现金、银行
卡、充电器等物品。询问附近
乘客无人认领后，当天值班的
白爱丽就到汽车上挨个询问，
最终找到了失主。

丢失背包的女孩表示，她
是漯河人，坐车去开封上学，

“谢谢阿姨，家乡的人真好。”

10 月 8 日是寒
露节气第一天，游园
内小草、花朵上，凝
结着晶莹剔透的露
珠，在晨光的照耀下
分外耀眼。寒露是
二十四节气中第十
七个节气，也是秋季
的第五个节气。“袅
袅凉风动，凄凄寒露
零”，进入寒露便意
味着时节已是深秋。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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