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日18日上午，卫东区平马
路小学教室里，学生们正认真彩
绘酒瓶。

当天，卫东区美术特色教育
成果展开展，辖区 9 所学校的百
余名小学生会聚平马路小学，集
中展示特色美术才艺。泥巴、瓶
子、石头等一批废旧物品、日常生
活用品被学生们涂抹揉捏后，重
新焕发生机，成为美术工艺品。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小学生晒美术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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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市场很多卖粉条的摊点都说自己
卖的是纯红薯粉条，该咋辨别？”

“看着一样的红薯粉条，为啥价钱差五六块？”
“有的粉条吃着特别筋道，有的一煮就断，

究竟啥样的才是纯红薯粉条？”
寒冬来临，粉条进入销售旺季。面对市场

上每斤五六元到十几元不等的粉条，近日，多
名市民拨打晚报电话，想知道如何辨认纯红薯
粉条。12月 19日，笔者走访了街头摊点，请老
师傅为居民支招，辨认真假纯红薯粉条。

粉条价格相差多

12月 19日上午8时，笔者在宝丰县农贸市
场看到，这里卖粉条的摊位很多，价格从每斤

（1 斤=500 克）五六元到10元不等。一位丁姓

摊主告诉笔者，他的粉条有便宜的，也有贵的，
如果是自己吃，就选择价格高的买。笔者问为
什么粉条之间的价格会相差这么多，丁老板笑
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真正的红薯粉条每斤
低于10块买不到。”

优质粉条价格高

一位摊主说：“我这粉条是优质纯红薯粉，
没有加任何添加剂，价格肯定高。至于你说的
那种特别筋道或一煮就断的便宜粉条，我这儿
可没有！”

来自宝丰县石桥镇的摊主李老伯告诉笔
者，做1斤纯红薯粉条需要优质红薯淀粉1.4斤左
右，算上加工、人工等费用，每斤优质粉条低于10
元就挣不到钱了。也就是说，那些特别筋道又便

宜的粉条，可能是掺杂了其他成分。而一煮就
断的，往往是掺了木薯粉或玉米淀粉的粉条。

辨别方法有五种

那么，该怎么辨别红薯粉条的优劣呢 ？
笔者特意联系了宝丰县大营镇胡茄庄村有着
近20年纯红薯粉条加工经验的张红卫师傅，
请他介绍辨别方法。

张师傅告诉笔者，辨别纯红薯粉条的方法
主要是一看、二抓、三烧、四闻、五尝。 一看：
红薯淀粉的净化程度决定粉条的颜色，粉条颜
色微黄和稍黑都属正常。如果颜色发白，则说
明里面掺杂了其他物质。二抓：品质好的红薯
粉条，晒干后发脆，手抓易碎，而掺了胶质的粉

条则韧劲十足。三烧：用打火机点燃一根粉条，
纯红薯粉条点着后会起泡变成白色灰烬，且一
捏就碎，混合粉条火烧后则不起泡并成黑色灰
烬，手捏有发硬的杂质。四闻：粉条买回家后，
用热水泡几分钟闻其气味，纯红薯粉条无异
味，水不变色；如果粉条泡后有霉、酸等异味，
口感有沙土存在，质量可能有问题。五尝：纯
红薯粉条煮熟后晶莹剔透，口感爽滑、筋道，而
添加了其他物质的粉条，没有纯红薯粉条的筋
道劲儿、耐炖性，光泽和口感也比较差。

张红卫说，以前做红薯粉条时采用老工
艺，粉条经过冷冻口感更筋道，因此很多农户
等天冷上冻时才做粉条。现在大多做粉条大
户在家中建了冷库，如果必要，一年四季都能
生产红薯粉条。 （张苏英）

纯红薯粉条1斤低于10块买不到
老加工师傅支招辨真假：一看二抓三烧四闻五尝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昨天上午，鲁山县尧山第四小学
师生收到了河南城建学院捐赠的20台电脑及
电脑桌椅。

“这真是雪中送炭啊！”尧山第四小学校长
张志锋告诉记者，成立电教室是全校师生多年
的愿望，但因经济原因一直不能如愿。前不
久，河南城建学院有关负责人得知这一情况
后，决定从学校的教学电脑抽出20台，连同电
脑桌椅赠送给该小学成立电教室。

据了解，新庄村是河南城建学院的定点帮
扶村。近3年来，该学院经常给村里的贫困群
众送油送面，进行帮扶。

20台电脑赠给
深山贫困小学

□记者 库艳敏

本报讯 12月 18日下午，市残疾人辅助器
具中心工作人员专程赶往石龙区夏庄村，给村
民闫套正及其母亲送助听器。

这是个特困残疾人家庭，今年42岁的闫
套正单身，除年迈的父亲外，其他6名家庭成
员均有不同类型残疾，其中闫套正与母亲有听
力障碍，一家人生活很困难。上个月，得知本
报正在推进“温暖订制”活动后，闫套正联系本
报，希望得到一副助听器。市残疾人辅助器具
中心工作人员从晚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
联系本报，表示将解决闫套正的助听器问题。

经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12月 18日下午，
市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工作人员赶到石龙
区。因不便携带测听设备，助听器又并非适
合所有听障人士，工作人员给闫套正带来了
使用方法较为简单、携带方便的西门子盒式
助听器。“这个是调频率的，档位越高，声音
越大。”市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副主任朱代
娟边帮闫套正戴助听器边给他讲解使用方
法。得知用起来效果不错后，朱代娟松了一
口气——如果不能适应的话，还得借助仪器进
一步测验听力受损程度。

“这个让我母亲用，她比我关紧。”闫套正
说，母亲年纪大了，问她话她老听不到。“她床
头放个铁桶，俺们喊她，她听不见的话就用棍
敲敲桶。”闫套正的父亲说。朱代娟告诉他，不
用担心，他们给老人也带了一副助听器。

给老人戴上助听器，朱代娟又反复调试。
“这闺女可真好啊！”闫套正的母亲躺在床上，
不住地夸赞。

市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
送来助听器

闫套正和母亲
“听”话不再费劲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昨天上午，在遭遇车祸4年之
后，市民李女士从新华区法院执行局领到了
8万余元赔偿款和延迟支付的两万多元利息。

昨天上午，记者在新华区法院执行局见
到了李女士及其家人。据承办此案的法官
介绍，2010年9月29日下午，苗某雇用的司
机刘某驾驶轿车行至平安大道红东小区路
口时，将抱着孩子过马路的李女士撞倒，导
致李女士与孩子不同程度受伤，后李女士被

鉴定为十级伤残。经交警部门认定，刘某负
事故的主要责任，李女士负次要责任。由于
协商赔偿未果，双方诉至法院。2012年 11
月，新华区法院作出判决，判令苗某赔偿李
女士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2万多元，扣
除已支付的4万余元医疗费，应支付李女士
8万多元。

判决生效后，苗某拒不履行还款义务，
李某遂向新华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苗某
始终不配合，之后下落不明。随后，法院通
过银行、车管部门及房管部门查询得知，苗

某名下的部分存款及车辆已转移。
今年11月 26日，新华区法院将此案移

送市公安局矿工路派出所立案侦查。12月
17日，办案民警将苗某抓获。随后，苗某的
家属主动将8万多元执行款及延迟支付的
利息2万多元送到了法院。这样，本该获赔
8万多元的李女士最终拿到了11万余元。

据了解，新华区法院正在开展集中打击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专项行
动。目前，苗某等14名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裁定的“老赖”已被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老赖”被抓 家人主动送来执行款
等待4年，车祸伤者终于领到赔偿款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12月 18日，关爱抗战老兵平顶
山群志愿者“绿太阳”“白云朵朵”“龙哥”“白
发女王”以及工农兵火锅店叶经理一行先后
赶到湛河区、鲁山、叶县，给10位抗战老兵
送去了轮椅、棉衣、帽子等物品。

12月 18日上午 10时许，一行人首先来
到湛河区姚孟街道李乡宦村94岁的老兵王
富有家。一个多月前，王富有不慎摔倒导
致胯骨骨折，一直卧床。看到志愿者送来
的轮椅和棉衣，老人很感动。“一直躺在床

上也不是事，这轮椅送得真及时。”老人的
儿子笑着说。

在鲁山县张官营镇耿堂村，志愿者多次
敲老兵丁学林家的大门和后墙，但无人应
声。邻居说丁学林的儿子刚才出去了，老人
独自在家，他年龄大了，耳聋，很难听到叫门
声。无奈，志愿者“龙哥”借来梯子通过平房
开了大门，大家进屋叫醒了老人。

“我睡着了，听不到。”穿戴上志愿者送
来的棉衣、帽子，老人笑着说。

当天，志愿者还给家住湛河区的老兵李
书祥、史定坤、张祖彦、郭学堂、孙廷奇，叶县

老兵史廷堂、南阳老兵申自成等先后送去了
棉衣、轮椅等物品。

据了解，老兵们此次收到的轮椅系广东
爱心人士、中山佳德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艺捐赠。此前，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关爱
抗战老兵公益基金联合深圳晚报、无冕爱心
网共同发起了“抗战老兵冬衣行动”，计划为
5000多名抗战老兵送冬衣，关爱老兵平顶
山志愿者此次送棉衣活动也是上述行动一
部分；帽子由志愿者“白发女王”购买。

志愿者希望有爱心人士和企业提供车
辆支持，将慰问品早日送到老兵手中。

叫门不应,志愿者借梯上房看老兵
10位抗战老兵收到轮椅棉衣等慰问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