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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12月13日下午，在鲁
山县城向阳路中段，一名12岁少
年要跳楼，原因是家人阻止他去
网吧上网。幸亏公安消防人员及
时相救，最终有惊无险。

“当天下午4点20分左右我
们接到报警便立即赶到了现场。”
昨天上午，鲁山县公安消防大队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现场
看到，一名少年光着上身、披着被
子在6楼的窗户上坐着，随时可
能坠落。消防官兵立即铺开气
垫，同时与民警一起劝说少年，但
他始终置若罔闻，并来到楼顶，坚
持要跳楼。消防官兵见此也来到
楼顶，并拿出衣服希望他穿上。
在消防官兵和民警劝说下，少年
终于同意穿上衣服，当他伸手拿
衣服时，消防官兵一把抱住了他。

据鲁山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
民警介绍，少年李某今年 12岁，
父母在外打工，李某跟随外公生
活。去年以来，李某开始喜欢上
网，一玩就是一个通宵，外公为此
经常批评他。12月 13日，李某因
外出上网再次与外公发生冲突，
一气之下，李某用跳楼威胁外公。

上网被家人阻拦
少年一怒要跳楼

□本报记者 孙书贤

郏县茨芭镇北姚村的李元珍虽然已
经105岁了，身体依然健康，思维清晰，还
穿针引线给小孩子做棉衣，过着安逸幸福
的晚年生活。12月13日上午，记者采访了
这位百岁老人。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李元珍家。这是
两间破旧的老屋，屋里打扫得很干净，炉
子里生着火，家里很暖和。李元珍穿戴得
体，慈眉善目，她坐在椅子上一边烤火，一
边和几位邻居聊天。

问起年纪，李元珍脱口说：“我出生于
1910年5月。”看记者惊讶于她的记忆力，
老人就让孙女周树品拿来户口簿，记者在
户口簿上看到，李元珍的出生日期与老人
说的的确一致。老人告诉记者，她是茨芭

镇后庄村人，20岁那年和北姚村的周小套
结婚。丈夫 1988 年就去世了，享年 72
岁。她和丈夫养育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
儿，大儿子和大女儿在10年前已经去世。

李元珍老人告诉记者，她年轻时身体
不好，年纪大了反而身体越来越硬朗。邻
居周桃说：“快百岁那年，她还爬到房顶修
好了漏雨的老屋呢！”听邻居这么说，老人
自豪地笑了起来。

周树品告诉记者，奶奶身体很健康，
现还穿针引线给小孩子做棉衣。看到记
者有些不信，老人顺手拿起针线，毫不费
力地穿上针，开始缝衣服，缝出的针脚又
密又匀。

问起长寿秘诀，李元珍告诉记者，秘
诀是有一颗平常心，吃粗茶淡饭，心胸开
阔，遇到事情不计较。

百岁老人李元珍的幸福生活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12月 13日傍晚6点30分，郏
县安良镇肖河村72岁老人鲁银妮家的房
屋突然失火，老人的粮食、厨具等生活用
品全部被烧光。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鲁家采访时，废
墟中还冒着烟。鲁大娘伤心地站在废墟
中，神情恍惚。老人告诉记者，失火的是
两间石棉瓦盖的房子，平时她就在里面生
活。12月 13日傍晚6点30左右，她在家
门口不远处和邻居们说话，忽然听见有人
喊失火了。大家回头一看，发现是鲁大娘
居住的房子失火了。邻居们赶紧挑水扑
救，并拨打了119。郏县公安消防大队的
消防官兵很快赶到现场，经过紧急扑救，
大火最终被扑灭，可房子已经坍塌，里面
的东西也被烧毁。

七旬老人的房屋
傍晚失火

□本报记者 娄刚/文 张鹏/图

“鸿哲为人清正，不光爱读书、藏
书，还喜欢书法和绘画。”本报开展“读
书达人”评选活动后，市三苏诗社社长
薛海文向记者推荐了文友鸿哲。听说
鸿哲退休前是一名法官，记者更多了一
分好奇，遂于近日登门采访。

鸿哲住在市区彩虹路南段一家属
区。见面后，记者称呼年已七旬的鸿哲
为“老师”，他连忙摆手拒绝，很诚恳地
说：“我肚子里才有多少东西呀，哪称得
上老师！”

鸿哲家中陈设简单，家具、电器不
多，还都是老式的，但布置得很有条理，
也很整洁。客厅和书房里挂了几幅花鸟
画和书法作品。书房里除了有一个书
柜，还有一个很大的书案，这种书案一般
只有专业书画家才用，走近后，记者果然
从书桌上看到了笔墨纸砚和几张书画草
稿。从书柜中摆放的《东西论衡》《人文
中国》《文明中国》《南北春秋》这几部书
中，似乎也可以一窥他的读书趣味。

学历不高，酷爱读书

鸿哲1945年生于叶县农村，1979年
到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事审判工作。他家
中有一种崇尚知识的氛围，所以他从小
就喜欢看书，虽然学历不高，但是读书量
很大。鸿哲初中的时候就看过中国古典
四大名著，特别喜欢《红楼梦》，“除了看
曹雪芹、高锷的原著，还看了不少后人写
的续书。”说到这儿，鸿哲打开书柜底层，
搬出一摞书，一本一本摊开，有《红楼后
梦》《续红楼梦》《补红楼梦》，还有《增补
红楼梦》《红楼真梦》《红楼复梦》《红楼幻
梦》《红楼梦影》，让人眼花缭乱，也不禁
佩服他能搜集这么多书，并保存至今。

在鸿哲的旧书箱里，除了《桃花扇》
《红与黑》等中外文学名著，记者还看到
了成套的《古代汉语》《康熙字典》《辞
源》等大部头。原来，这是他为了增加
汉语知识，多次在旧书摊上搜集来的。
这种学习相关专业知识的习惯，从他当
法官开始，一直保持到现在。

阅读+字画=鸿哲的老年小资生活

昨天，在卫东区实验小学教学
楼前，一棵近30年树龄的老杨树四
周围起了带有传统文化礼仪知识
的树围和环形座椅。据学校老师
介绍，这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课间
休息的地方，还营造出浓郁的校
园文化氛围。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老杨树“穿”文化衫

2002年退休后，学诗、写诗成了鸿哲
的一大爱好，他一边向其他诗歌爱好者请
教，一边买来有关书籍自己琢磨，陶醉在
诗歌带给他的快乐中。他出门旅游写诗，
读书有感写诗，可以说，生活中遇到的任
何能激发起诗情的事物他都以诗诵之。
2013 年，鸿哲出版了个人诗集《素心斋
集》，在这本书中记者看到，他的诗歌主题
不仅有传统的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梅
兰竹菊，还有“非主流”的黄豆大枣、狮虎
狼豹，一一读来，很能让人感受到他丰富
的生活情趣。

十多年前，鸿哲同族中一位叫肇民的
前辈从台湾回到大陆。此人当过兵，后来
做教师，有很深的旧学底子，和鸿哲见面
后，对他爱读书、崇尚知识的态度非常认

可，就将珍藏多年的旧版《诗韵合璧》《作
诗百法》赠送给他，并给了他很多指点，使
他进步不小。

除了写诗，鸿哲还练习书法、画画、玩
石、养花，自得其乐。对于没有任何基础
的他来说，学这些还是离不开看书。为
此，他又收集了《云林石谱》《梅兰竹菊谱》
等大量的杂家书籍。说到画画，他一指四
周，说：“这几幅画就是我画的。”记者这才
明白，进门时在墙上看到的那几幅精心装
裱的画是他自己所作。

采访最后，记者给鸿哲拍了一张照
片。镜头中正好有光线从窗外照进来，他
的神态很安逸（上图），顿时让人觉得“一
杯茶，一本书，一段闲暇时光”的小资情调
在这个老人身上体现得很自然、很真实。

前辈赠予珍贵书籍

昨天上午，在市区开源路南
段湛河区荆山街道胡杨楼村附近
的蔬菜大棚，村民李勤正在查看
香菇生长情况。李勤告诉记者，
她家今年种植了 15000棒大棚香
菇。目前，她严格按照香菇生长
所需的温度、湿度进行管理，确保
元旦期间香菇能上市。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香菇要上市
种植户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