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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农历马年接近尾声，羊年即将来
临，“十羊九不全”“羊宝宝命不好”等说法开始
在网络上流传。现实中，有没有孕妇为避开羊
年抢生马宝宝？医院里有没有出现马宝宝扎
堆出生的现象？12月 1日，记者来到市妇幼保
健院了解情况。

年轻准妈妈不相信这一说法

在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专家门诊，湛河区
北渡镇荆山村的胡先生陪着怀孕7个月的妻
子来孕检，被问到想生马宝宝还是羊宝宝时，
他说：“顺其自然吧，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俺家
有几个属羊的，也没觉得他们命不好。”

在围产期保健门诊，4位即将临产的年轻
孕妇正在作胎心监测。记者问她们是否特意
选择生马宝宝而避开羊宝宝，她们均摇头说，

不在意这个。离预产期还有两周的胡女士说：
“无所谓，我对这个不太相信。我就是属羊的，
也挺好。”

陪伴女儿来医院作胎心监测的孙女士说：
“哪一年都有结婚的，哪一年都有生孩子的。
我啥也不信，你不干活，看谁给你一口饭吃？
自己干出来了，啥都有；自己不干不拼，啥也
没有。”

在保健门诊工作的年轻医生史靖说，她有
个朋友的孩子已3岁，符合政策可生二胎，被
亲友鼓动生孩子时，她说“我不要羊孩，我要猴
孩”，说羊孩太操劳。不过，朋友也只是随口这
样说说而已，其实年轻人都不信这个。平时她
们也听到过孕妇之间谈论羊宝宝命不好的话
题，但该生还是会生。

妇产专家：这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哪一年都有很多婴儿出生，没有感觉羊

年出生的孩子少。”市妇幼保健院产三科主任
孙菊英在产科工作近30年，她说，目前，她还
没有碰到哪一个产妇因为担心孩子生在羊年
而要求提前剖宫生产的。

“‘十羊九不全’‘羊年出生的孩子命不
好’，这些说法都没有科学依据。孩子将来是
否健康、是否过得幸福，倒是与遗传和后天所
受教育有关。”孙菊英笑着说，“你可以找几个
属羊的名人辟辟谣。”

根据市妇幼保健院病案室提供的数据，
上一个羊年，即 2003 年，该院共接生 1211 个
宝宝，而 2002 年的数字是 1414 个，2004 年是
1241 个，3 年的数字相差无几。去年，共有
5000多个宝宝出生在市妇幼保健院，而今年
1至 10月，已经有5174个宝宝在这里出生。

孙菊英表示：“这个数字是比较正常的，我
们医院接生的宝宝每年都在增长，这与二胎政
策逐步放开有一定的关系。”

很多名人都属羊

“十羊九不全”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
呢？记者上网查询，百度百科资料显示，“十羊
九不全”最早出现在清朝咸丰年间，之前并未
出现过这一说法，相反，历史上认为羊这一属
象是安定、富裕、美好的象征。晚清民间有人
反对属羊的慈禧太后当政，便称她的属相误
国。此外，曾国藩、李鸿章都属羊，再加上清朝
末年吏治腐败，百姓憎恨属羊的王侯将相，“十
羊九不全”之说才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事实
上，这一说法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社会学家表示，这种说法属于迷信，没有
任何科学依据。如果一窝蜂地选择在马年生
宝宝，将来孩子在入园、入学、就业时，竞争压
力较大，反而不如选择在羊年生宝宝。

此外，网传唐太宗李世民等帝王将相，莫
言、章子怡等文艺界名人，都是属羊的。

网传“十羊九不全”,妇产专家笑了
“你可以找几个属羊的名人辟辟谣”

□本报记者 牛超

11月 27日上午，小雨不停，气温骤降。
街头，不少市民穿上了厚厚的棉衣。记者
冒雨来到新华区新新街街道前进社区校尉
营村，在居民李国跃的带领下找到了租住
在这里的68岁老人朱克华。

寒气逼人，老人没有穿棉衣，里里外外
套了六七件单衣，裤子还打着好几个补
丁。记者推门进屋，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内
只有一张一米多宽的床和两个破木箱，床
上放着一床薄薄的被子。

“晚上睡觉不冷吗？也没个‘小太
阳’？”记者问。

“小太阳？啥东西？”朱克华小声问。

“他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这间屋子还
是村民好心让他住的，不收钱。”李国跃说。

李国跃曾是前进社区负责人，对朱克
华的情况比较了解。据他介绍，朱克华原
是周口项城人，早年来到我市在矿上打
工。“没儿没女，就一个孤老头。”李国跃说，
为维持生计，老人平时以捡破烂为生。“有
时，邻居做了好吃的，叫他过去吃饭，他不
好意思，总怕给别人添麻烦。”

“这衣服是别人给我的。”朱克华说，
“多亏社区每月发的两三百元。”

“天冷了，有啥心愿？”记者问。“没啥，
如果能有一件棉大衣更好。”老人说,。“鸭绒
袄吗？”“不要，太贵了。棉大衣就行，白天
能穿，晚上能盖。”

孤寡老人朱克华想要件棉大衣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谢谢晚报，李德玉和李亚茹兄妹
有新棉衣穿了。”昨天上午，鲁山县熊背乡留守
儿童家园园长刘军致电记者说。

今年6岁的李德玉和5岁的李亚茹家住鲁
山县熊背乡晒衣山村，母亲患精神疾病，家里
很困难，兄妹俩希望有件新棉袄和新棉鞋过冬
（本报 11 月 25 日曾报道）。11月28日，新华区

一位男市民致电记者，询问兄妹俩的家庭住
址，希望帮他们实现愿望。

“他们是11月30日那天来的，到这儿时已
经快中午了，把东西交给兄妹俩就走了。”刘军
感动地告诉记者，给兄妹俩送衣物的是两男一
女及3个孩子，说是新华区的，由于去晒衣山
村道路不熟，加之路途较远，他们便带着购买
的棉袄、裤子和新鞋等物来到留守儿童家园。
刘军说，他们还给兄妹俩的父亲购买了衣服。

鲁山小兄妹收到爱心人士送去的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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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兴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公司原经理高玉林同志，
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 7 时 20 分因病去世，享年 62 岁。兹定于
2014年 12月4日（星期四）上午9时，在市殡仪馆二号厅举行遗
体告别仪式，望生前友好届时参加。

妻：王齐 携
儿子：高冠楠 儿媳：焦彬华

孙女：高婧雅

讣 告

泣告
2014年12月3日

□记者 库艳敏

本报讯 由平顶山晚报、市妇联、市志愿者
协会联合开展的“温暖订制”公益活动引发爱
心潮，爱心市民和企业积极参与，争抢“爱心订
单”。昨天，记者从市志愿者协会了解到，美罗
家纺平顶山总代理为活动捐出105条棉被。这
是目前主办方收到的最大一笔物品捐赠。

12月 1日下午5时许，市志愿者协会会长
周俊范联系记者说，美罗家纺与市志愿者协会
联系，要给“温暖订制”公益活动捐赠百十条被
子，委托他们把这些棉被送给需要的人。当天
下班后，周俊范开着爱心大巴车，到市区开源

路南段德信泉购物广场一楼拉走了这些棉
被。由于天色已晚，他和志愿者没顾得上卸
车。昨天中午，这批棉被被卸到了市志愿者协
会的“有家爱心商行”。

美罗家纺平顶山总代理樊心红说，今年11
月20日至30日，公司推出了以旧换新活动，顾
客持任一条被子再加 199 元，均可换购价值
699元的全棉磨毛冬被一条。这次捐赠的105
条棉被，均是从顾客送来的几百条旧棉被中挑
选出来的，有七八成新，也都很干净。他们又
为一些没有被面的棉被罩上了新被面。樊心
红表示，希望大家共同参与“温暖订制”活动，
帮助贫困家庭和人群温暖过冬。

105条棉被温暖贫寒者的冬夜
“温暖订制”公益活动接收最大一笔物品捐赠

12月1日上午，市区繁荣东街北头一间昏暗潮湿的出租屋里，从重庆万州来平
谋生的残疾人刘安全在叠自己盖的一床小薄被。

今年60岁的刘安全因患小儿麻痹落下双腿残疾。几年前，他带着70岁的养母来
平，在市区朝阳路上修鞋维持生计，家里仅有的一床厚棉被给了患病卧床的母亲用，
他急需一床厚棉被越冬。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残疾修鞋匠急需棉被御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