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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记者 胡耀华 文/图

本报讯 1 月 11日下午 4
时 40 分左右，311 国道鲁山
县库区乡许庄村路段发生惊
险一幕，一辆面包车行驶中
为躲避对面车辆，翻入路旁
的深沟内，幸无人受伤。

当天下午 5 时许，记者
在现场看到，一辆面包车四
轮朝天“躺”在路南边的沟
内，周围有不少人议论纷
纷。

村民刘先生告诉记者，
这辆车是附近村的，当时司
机送完孩子上学，由西向东
返回时不慎翻入沟内。车上
除司机外，没有其他人。

“对面一辆车开得特别

快，为了躲避对方才出了
事。”一位30多岁的男子告
诉记者，车是他开的，拐弯路
段视线不好，不料迎面又驶
来一辆轿车，且车速很快。
为避免两车相撞，他下意识
打了把方向。躲过了对方车
辆，自己的面包车却翻在了
沟里，所幸无人受伤。

“年关将至，车多人多，
行车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昨
天上午，鲁山县公安交警大
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车
辆经过拐弯或上坡路段时不
要超车，更不要高速行驶，以
免发生车祸。

右图为事故现场，四轮
朝天的面包车“躺”在沟内。

为躲对方车辆
面包车四轮朝天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1月 10日，在郏县长桥镇，一
名有智力残疾的开封籍女子流落至此，
当地派出所民警耐心寻找，并将该女子
送回了家。

据郏县公安局长桥派出所所长杨明
聚介绍，1月9日上午，该所接到报警称，
辖区大李楼村一村民家门口有一女子行
为可疑。该女子蓬头垢面，衣服单薄，在
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面对民警的询
问，该女子总是答非所问。民警将其带
回派出所，并给该女子找来棉衣，买来热
腾腾的饭菜。当天下午，民警得知该女
子叫张翠萍，家住开封市龙亭区。民警
立即登录公安网进行查询，并与开封市
龙亭区派出所取得了联系。后经了解，
张翠萍是开封市龙亭区柳园口村人，本
人有智力残疾，丈夫常年瘫痪在床，家中
还有一个 70 多岁的婆婆。早在去年 11
月，张翠萍就失踪了，家里派人四处寻找
一直无果。

1月 11日，长桥派出所民警驱车将张
翠萍送到了开封市龙亭区派出所。柳园
口村党支部书记韩志看到张翠萍后高兴
地说：“是她，是她！”这时，一直不愿多说
话的张翠萍也笑了。

开封女流落郏县
民警送其回家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我们这里已经安上了红绿
灯，今后出行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昨
天上午，郏县广阔天地乡居民吴先生给
记者打来了电话。

去年12月26日，本报以《郏县广阔大
道与西环路交叉口事故频发》为题，报道
了郏县广阔天地乡广阔大道与郏县西环
路交叉口频频发生交通事故，当地群众
强烈呼吁在此安装红绿灯。报道发出
后，郏县公安交警大队很快安排人员在
该路口安装了红绿灯。

昨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该路口
的红绿灯已投入使用，东南西北各个方
向都重新安装了双条减速带，来往车辆
行驶到路口时会减速慢行，并按照红绿
灯指令通过。最初报料此事的吴先生对
记者说，晚报报道没几天，郏县公安交警
大队的施工人员就来了，他们在各个路
口安装减速带，并安装了红绿灯。1月 10
日下午，红绿灯正式投入使用。

郏县广阔大道与
西环路交叉口
安红绿灯了

本报讯 昨天上午 8时许，宝丰县人
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栗建武对笔者说：“孩
子当时已是昏迷状态，经紧急抢救现已康
复出院了。”两天前，一名两岁男孩儿因煤
气中毒送到该院抢救。事后，栗建武深有
感触地说：“天冷，要注意预防煤气中毒。”

栗建武告诉笔者，不到一个月，该院
急诊科已接诊近40名煤气中毒者，其中最
大的80多岁，最小的只有两岁。中毒原因
皆是家中使用蜂窝煤后，产生的煤气排放
不畅。中毒症状多为头疼、呕吐、烦躁、呼
吸困难、心慌等，严重的已陷入昏迷。

栗建武提醒居民，使用蜂窝煤的房屋
应注意通风排烟，老年人和小孩儿最好不
要独居。如果发现有煤气中毒症状，在拨
打120的同时要立即打开窗户通风，让患
者保持呼吸通畅。 （张苏英 朱亚旭）

天气寒冷
煤气中毒者增多
医生提醒：要注意预防□本报记者 牛超

实习生 李雪子

去年，身为医生的他在老
家和别人合伙办起了合作社，
种了百余亩绿色红薯，并在今
年冬天制作了数万斤（1斤=500
克）纯红薯粉条。结果因销路
不畅，他的粉条出现了滞销。
近日，张先生向本报反映了他
的烦心事儿。

反映：
粉条销路不畅

张先生的老家在叶县辛店
镇徐庄村，他在市区神马大道
东段开了一家社区卫生服务
站，从医已经十多年了。“现在
市场上假东西太多，我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大家吃上安全、
放心的食品。”去年，张先生回
到老家，和人合伙开起了合作
社，种植绿色、环保的粮食作
物。

“头一年没有经验，我们种
了150亩红薯。”张先生说，10月
底红薯丰收，他联系了河北的
经销商来收购，结果遭遇阴雨
天，红薯无法收获，最后双方只
好“悔约”。红薯收获了，但销
量并不好，“加工成红薯粉条，
还是销不出去。”张先生说，他
加工的是纯红薯粉条，“六七斤
红薯出一斤淀粉，一斤淀粉可
以做出一斤粉条，一斤红薯粉
条的成本就要 5 元，这还不算
人工费、加工费、运费等。”

粉条加工出来后，张先生
算了一下，每斤卖不到10元根
本不够本。

1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叶
县辛店镇徐庄村，张先生正派
人在附近村上叫卖粉条，“每斤
10 元，这两天销了五六百斤。
还有 8 万多斤没有拉回来，屋
里没地方放。”说起粉条，张先
生一脸愁容。“市场上的粉条三
五元、七八元一斤的都有，你说
他们咋卖恁便宜？”

走访：
粉条价格不一

根据张先生的反映，记者
对市区街头的粉条价格进行了
走访。

在市区矿工路东段康复街
社区一家属院门口，一位卖粉
条的商贩在摆摊推销粉条，“7
块钱一斤，绝对好吃，你可以拿
一点回去试试。”面对来往的居
民，他努力推销，并将一些粉条
切下小部分，让附近居民拿回
家试吃。

“现在越来越不好卖了。”
该商贩表示，他在附近卖了好
几天了，也没卖多少斤。“以前
过年，人们习惯囤食物，现在东
西多了，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
买也方便。市民每次买的也不
多。”

市民段先生在市区建设路
西段李庄菜市场附近经营一家
商店，今年专门从鲁山进了

1000 斤粉条，售价每斤 12 元，
“卖大半个月了还有四五百斤
没卖完呢。”段先生表示，市场
上的粉条鱼龙混杂，价格也不
一样。一些市民不敢买，“有条
件的就直接到加工厂自己加工
了。”

市区体南农贸市场、东环
路蔬菜批发市场……记者走访
了一些超市和农贸市场，发现
粉条摊位都比较冷清，购买粉
条的市民并不多。粉条的价格
从四五元到十多元不等，有些
摊位还专门标明“纯红薯粉
条”，但仍难以吸引市民购买。

“现在假红薯粉条多，肉眼
也不好分辨，我都是托老家人
用自家红薯粉直接制成粉条
的。”市民张女士说。

调查：
如何分辨真假

究竟如何分辨真假红薯粉
条？市区魏寨农贸市场市场管

理所所长王洋表示，有些粉条
用的淀粉大多是用木薯或是不
去皮的红薯直接加工的，有时
还会在淀粉里加入食用胶，这
样制作而成的红薯粉条成本会
低很多，价格自然就低。

“粉条价格过低，说明加入
的食用胶多，市民最好不要食
用。”他表示，分辨真假红薯粉
条，一、看外观。真正的红薯粉
条应该是半透明的深青色或稍
显黄色，并不是越透明越好。
二、看看有没有面疙瘩。真红
薯粉是很难被水拌匀的，无论
怎样努力，粉条里面都会有小
面疙瘩。而其他淀粉渗水均
匀，做成的粉条很难有面疙
瘩。三、真红薯粉条易断。红
薯粉本身没有韧性，即使较潮
湿的天气，粉条也是一折就
断。其他粉做的粉条因为掺了
明胶，有韧性，不容易被折断。
四、烧一烧。真红薯粉条烧过
后会膨大一些，但既不会成为
硬球，也不会完全变成粉末儿。

数万斤粉条滞销 张先生苦觅销路
□记者走访市场，粉条价格不一
□真假粉条如何辨别？专家为你支招

大量的粉条堆放在田边。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