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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超 通讯员 吴小燕

本报讯 近日，舞钢一市民在舞钢市武
功乡境内的田岗水库附近游玩时，发现水
中有一些透明状浮游生物，抓回辨认后确
定是“桃花水母”。

据发现者王先生介绍，6月7日，他和
朋友到田岗水库附近游玩。“绕着水库散步
时，我发现水里有一些白色、透明、伞状生
物。一个个像透明的小白伞在水中漂游，
非常好看。”王先生说，“与以前我在网上看
到的桃花水母极为相似。”

随后，王先生捞了几只拿回家养，并用
手机拍了视频放到网上，引起多人关注、转

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器皿里的透明生
物呈伞状，指甲盖大小，晶莹透亮，有触须，
且触须长短不一。不过，王先生带回家的
水母没多久就全部死了。“这种水母大概不
适合人工饲养，希望大家不要再去捞，不要
再去‘打扰’它们的生活！”王先生惋惜地
说。

据田岗水库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介绍，
类似生物是今年5月底发现的，一般在下
午天阴时水面上会有一些，目前这段时间
比较容易看到。从生物的形态、大小等特
征，他们初步判定为“桃花水母”。

据了解，此前，我市卫东区东高皇街道
观上水库、平煤神马集团租赁公司一水池

中，均出现过“桃花水母”。桃花水母是一
种淡水生活的小型水母，因其形状如桃花，
故得其名。它对水质要求极高，只在天然
水体中出现，在水质清、溶氧多的水中才能
存活。当外界环境较差时，桃花水母便以
水螅体的形式存在，吸附在石头上，非常
小，用肉眼无法看见。当有足够光照和适
宜温度时，它们才会发育成桃花水母，呈白
色伞状、晶莹透亮，人们才能用肉眼观察
到。

桃花水母的直径在0.1至 1厘米之间，
至今已有几亿年的生存历史，是名副其实
的“活化石”，有“水中大熊猫”之称，具有
极高的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

舞钢田岗水库现“桃花水母”

□记者 赵志国

本报讯 一直想抱养一个孩子的陈
某，提出收养他人婴儿未果，竟从智障
女子手中将孩子抱走，寄养在亲戚家中
拒不归还。6月9日，鲁山县人民法院
审结了这起拐骗儿童案。

据鲁山县法院办案法官介绍，2014
年7月22日上午9时许，在鲁山县某村
附近，陈某见到闫某推着一辆三轮车，
车上坐着一个怀抱男婴的智障女子。
陈某欲收养该男婴，却遭到闫某拒绝。
随后，陈某打电话叫来其姐姐陈某某，
让她帮忙抱走男婴。作案后，陈某、陈
某某将男婴带离现场送到南阳市方城
县某村一亲戚家。公安机关接报后，于
2014年7月23日下午5时许，将被拐男
婴解救。经鉴定，智障女子为精神分裂
症患者，无民事行为能力。

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某、陈某某以
收养为目的，结伙拐骗未成年人脱离监
护人，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考虑
到陈某某与陈某事先并无预谋，依法以
拐骗儿童罪分别判处陈某、陈某某有期
徒刑一年和六个月。

收养不成就拐骗
陈某想得太简单

□本报记者 杨元琪/文 禹舸/图

年过七旬的杨绍卿是一位工作成绩突
出的农业专家，自幼爱好文学，爬格码字更
是他生活中的一大爱好，工作期间曾出版
过专业著作，退休后又认真钻研家乡历史
文化，整理出版多部地方史志和历史小
说。这位田野里走出的“文学老头”想把家
乡的文化发扬光大，让后代子孙传承下去。

七旬老汉 经历颇丰
杨绍卿家住光明路湛河桥附近，一套

底层住宅带着一个小院，院子里花鸟鱼虫
样样都有，角落里一丛翠竹长势喜人。6月
9日上午，记者见到老杨时，他刚从河堤上
散步回来。

老杨今年77岁，祖籍许昌市襄城县颍
桥镇，虽年逾古稀，但身体硬朗，说话声音
洪亮，思路清晰。1954年初中毕业的他，进
入原华北军区航空军事技术学校学习，随
后被分配到驻京空军某部服役。1957年杨
绍卿复员考入南阳农业专科学校。毕业
后，他先后到内乡县农业局、襄城县农业
局、颍桥镇农技站、平顶山市原农科所、平
顶山市园林处河滨公园管理处等地方工
作，直到2000年，老杨退休。老杨说丰富
的人生经历是笔财富。

喜爱读书 用心写书
老杨的书房在小院一侧，窗台下摆着

两张书桌，上面堆满了书稿和工具书，墙角
的书柜里都是藏书，内容涵盖文学、历史、

农技等，书柜最下面一层摞着两尺多厚的
稿纸，有些已经泛黄，这是老杨数十年积累
下来的手稿。

“我是个农村孩子，小时候能有书看是
很不容易的事，多亏我有一个优秀的启蒙
老师。”老杨说，小学时他的班主任马颍达
会写一些剧本，让他和几个同学演话剧、相
声。凭借良好的演技，他成了班里的文艺
骨干，也逐渐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无
论是在部队还是复员到地方，老杨始终保
持着读书的习惯。

1997 年，老杨与他人合作，编写出版
《仿古建筑施工应用技术》一书，这是他的
处女作。退休后，他也写了几本书。老杨
告诉记者，他的老家颍桥镇是个历史悠久
的古村落，乡土文化浓厚，退休后，他走村
串户，搞座谈、翻县志，于2013年出版了《乡
土故事汇》一书，后又写了《李三教传奇》、
《颍考叔传奇》两本书。“我把这三部书叫作
颍桥三部曲，算是我对故乡历史文化的总
结吧。”在此，老杨想向大家推荐《卖故事》
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翔实而全面
的例子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无论是企业还

是个人，要想成功都离不开“卖故事”。

以文会友 热衷捐书
“老骥伏枥耕晚器，有生之年重拖犁。

所学所用耕大地，为寻所乐仍奋蹄。”这是
老杨写字台上装裱的一首诗，也是老杨的
座右铭。老杨说他对诗歌也很感兴趣，尤
其是善于作藏头诗，书柜里的几本《闲玩诗
集》是他整理汇编的诗集，如今已出到了第
三部，也是他以文会友的平台。

现在，老杨每天早上都会与三位老友
在河堤上吟诗、论诗，大家把各自创作的诗
词都交给老杨，由他带回家润笔，再汇编成
册，老杨自称他们是“四翁诗社”。

“其实这是一种习惯，我喜欢读书写
作，它带给我的喜悦和成就感是什么也换
不来的。”老杨说，虽然他已年过七旬，可身
体还算硬朗，一旦有了灵感，能连续伏案疾
书七八个小时。

除了出书，老杨还热衷于捐书，多年来
已累计向家乡和社会各界捐赠图书3000
余本，价值 7 万余元。为此，老杨还荣获

“襄城好人”的称号。

杨绍卿：田野里走出的“文学老头”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上有年过七旬的父母瘫痪在
床，下有年仅5岁的女儿患上了血小板减
少症，6月7日，郏县茨芭镇空山洞村村民
王乾岭与记者取得联系，希望有好心人帮
他渡过难关。

6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只有两孔窑洞
的王乾岭家，窑洞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
具。王乾岭告诉记者，父母年过七旬，都瘫
痪在床，整日需要人照料。妻子王风莲的前
夫2013年因病去世，给她和孩子撇下了一

大笔外债。去年，他与王风莲结为夫妻。今
年3月，5岁女儿王亚楠突然昏迷不醒，大小
便失禁，经医生诊断，孩子患上了血小板减
少症。

继父王乾岭为了给小女儿治病，借遍
亲朋好友，才凑够了3万元医药费。在郑
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不到一个月，借
来的钱就花光了。“孩子需要定时注射球蛋
白，一支就要580元，这药一停，孩子的血
小板就会再次减少。”王乾岭无奈地说，医
生告诉他们，孩子最好的治疗办法是骨髓
移植，可高昂的费用让他们望而却步。

由于小亚楠的哥哥姐姐都在读小学，
王风莲平时在家照顾公婆，给孩子们做饭、
洗衣服。王乾岭外出打工挣钱，勉强维持
着一家7口人的生活。“孩子太小了，我再
苦再难也不愿放弃女儿的治疗。”王乾岭
说。

小亚楠告诉记者，她在幼儿园读中班，
现在因病退学。面对记者的采访，小亚楠
抹着眼泪说：“叔叔，我想上学！”

目前，小亚楠的事已经引起了市义工
联的关注，调查核实后，他们已通过微信平
台发出倡议，为小亚楠募捐善款。

爷爷奶奶瘫痪在床 自己患血小板减少症

5岁女童王亚楠：我想上学

昨天上午，湛河众福桥旁的高压
线塔上电力工人正在清理鸟巢。

当天，平顶山供电公司在进行设
备测验时，发现塔上一个巨型鸟巢影
响了电塔的安全。工作人员在确定
其中无鸟卵和雏鸟后，开始清理鸟
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保护鸟
类，他们只拆掉了部分影响电塔安全
的鸟巢。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清理鸟巢

6 月 9 日上午，在市区南环路中
段，园林工人为路旁的国槐树注射杀
虫剂。近期，南环路、湛南路两侧的
国槐树滋生了大量害虫天牛，树木干
枯，树干被蛀出了一个个大洞，严重
危害了树木的正常生长。

昨天上午，市园林处绿化工程三
队派出工作人员为发生虫害的行道
树注射杀虫剂、敷药泥，用最直接有
效的方法杀灭天牛。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打针”灭虫

姓名：杨绍卿
年龄：77岁
职业：退休干部
推荐书目：《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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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岁的杨绍卿在家中认真地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