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辉 文/图

本报讯 12月 27日上午，高新
区遵化店镇东赵村村民赵先生带
着几张社员股金证来到本报采访
部，希望记者帮他搞清楚这些股金
证的来历和用途。

记者看到，这几张社员股金证
由单页白纸（现已发黄）制成，其外
形大小如同一张工作证（右图），记
者打开其中一张，只见上面写着

“入股时间：83.4.20，份数：1，金额
（元）：2.00”字样，其中 83 即 1983
年。次页上写着“领取红利登记，
年月日，股份及金额（元）”。

父亲遗留四张股金证

赵先生说，几年前父亲过世，
后来母亲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无意
间在一个破旧的箱子中发现四张
社员股金证，上面写着父亲的名
字，盖着“叶县遵化供销合作社”

（现称叶县遵化店供销合作社）的
公章。年过七旬的母亲不知道社
员股金证是什么，村里一部分上了
年纪的人听说过但也说不清楚。

随后，他带着这些股金证来到遵化
店供销合作社询问究竟。其间，一
名负责人说，可以按照股金证上的
入股数额退还他本金。赵先生认
为，1983 年入股时的两元与现在
的两元不可同日而语，况且还没有
计算红利，因此，他没有接受。

社员股金证的由来

12月 27日下午，记者来到遵
化店供销合作社。该合作社主任
樊秀根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
在供销社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时
代，农民可以将自己手工编制的
箩筐、篮子以及鸡蛋等土特产品，
以入股的形式放在供销社经销。
其入股份额按土特产品的数量计
算，多少不一，到年底可以按股分
红，这种登记股份的凭证就称作
社员股金证。有的股金证从上世
纪50年代划转到上世纪80年代，
也有一部分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
后新入股的社员股金证。他从
1998年来到遵化店供销合作社工
作至今，亲身经历了供销合作社
由盛到衰的过程，现在该合作社

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办公经费
紧张，员工工资难以为继，养老金
都是自己缴纳的。

关于上述股金证，现在遵化店
供销合作社的账本上没有登记，或
者说根本没有存根或底联。前些
年，也有人拿着社员股金证找到该
社一名老会计要求退还本金及红
利，当时老会计就说账本上没登记。

股金证的本金及红利

现在对于赵先生手里持有的
股金证，樊秀根表示，经向上级领
导请示汇报后，可以退还对方的股
金本金。

记者看到上述社员股金证注
意事项一栏第二条规定，“每年凭
本证向供销社结取红利一次”，而
赵家社员股金证上的红利自1983
年入股至今，从来没有结取过。到
底赵家股金证上的红利如何计算
与返还？遵化店供销合作社陈副
主任答复，银行存款可按一定利率
向储户支付利息，而社员入股供销
社后，供销社是根据自身的经营状
况进行分红，经营好挣钱了要给社

员分红，否则无法分红。
当日下午，记者就此事来到叶

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该社办公室
主任彭跃红说，1995 年以前的股
金证称为老股金证，此后发展的新
股金所颁发的凭证称作新股金
证。遵照上级指令，于 1999年开
始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全面清理整
顿新股金证，至2013年底，全县的

新股金证已经清退完毕。
关于上述老股金证一事，目前

上级部门没有出台相关的处理依
据，全县属下的基层供销合作社可
根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自行兑付
老股金证持有者的本金问题，倘若
暂时没有经济能力解决此事，只有
待本单位的经营状况好转时酌情
处理。

赵先生的父亲过世后留下几张社员股金证

1983年的两元股金证现在能兑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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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耀华

在鲁山县董周乡沈沟村，84
岁的刘凤花患有脑梗死、肾衰竭、
肺炎且双目失明，9年来卧床不
起，一语不发。12月 27日下午，
刘凤花发出“啊啊”声，她的儿媳、
39岁的陈利格疾步近前，小心地
掀开被子，拿出垫在婆婆屁股下
的尿不湿，然后用卫生纸给她一
下一下擦拭……

她帮婆婆“起死回生”

陈利格出生于广东省陆丰
市，18岁外出打工时与鲁山青年
高改正相识结缘。高改正是一名
货车司机，常年在外奔波。因儿
女上学、婆婆有病，嫁到鲁山20
年来，陈利格回老家不到5次。

今年6月，趁婆婆气色不错、
丈夫和3个小姑子也在家，陈利
格决定回娘家看看。6月14日坐
火车刚到广州的妹妹家，陈利格
便接到了丈夫的电话：“快回来
吧，娘不行了。”陈利格给爸妈打
了个电话就迅速购票返回。

当时病床上的婆婆面色苍
白，一动不动，丈夫告诉她婆婆

“已经两天水米未进了”。陈利格
赶紧找来奶粉等营养品，做了一
碗汤，然后将脸贴在耳背的婆婆
脸上，含泪喊道：“娘，吃饭了。”老
人艰难地张开嘴，陈利格顺势熟
练地将勺子里的汤喂下。

6月 16日，医院下达病危通
知。“那次从医院回来后事都准备
好了，结果俺婶一伺候，啥事没
了。”刘凤花的孙子高群说，从医院
回家后，陈利格买了烤灯，天天对
着老人的褥疮烤。此外，陈利格还
让丈夫从网上买来米粉、蛋白粉
等，配着鸡蛋、香油等喂婆婆吃。

失语9年的婆婆说话了

陈利格的手机里存着两段视
频。“这视频很珍贵，我们一家人
的手机中都有。”陈利格说。

今年10月21日，陈利格正给
婆婆喂饭时，婆婆突然说“我吃
馍”，吓了她一跳，毕竟婆婆瘫痪
失语了9年。陈利格放下饭碗一
边与婆婆对话，一边用手机拍下

这一幕。遗憾的是，不到两分钟，
婆婆就不再说话了。

“10月 24日，婆婆再次说话
了。当时也是我在喂饭。”陈利格
说，那次婆婆说了有三四分钟，还
提起她的外孙，陈利格告诉她“你
外孙现在是医生了”，一下子逗笑
了婆婆。记者在视频中看到，老
太太口齿清楚、声音洪亮。

为啥对婆婆这么好？是不是
婆婆有恩于你？陈利格不好意思
地告诉记者，她记不起婆婆对她
有什么恩，记忆里倒有婆婆对她
的骂。“俺奶有精神上的病，脾气
也不好，早 10年前，稍有不顺就
对俺婶大骂，有时还上平房上骂，
生怕别人听不见。”高群说，每每
遇此，陈利格总是笑脸相迎。

“婆婆就是自己的娘，她老
了，俺不能不管她。”陈利格说，婆
婆患病时，她还总用绳子把婆婆捆
在自己背上，然后骑摩托车送医。

大姑子眼中的好弟媳

“她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孝
媳。”听说记者采访，刘凤花的大

女儿高民、二女儿高民选、三女儿
高改民都赶了回来。

“今年夏天，弟媳回娘家，我
们姐妹仨在家伺候娘，结果谁也
伺候不了。”高改民说，为了让娘
张口吃饭，她们在给老人喂饭时
得学着弟媳的说话声，“哪句话学
像了，娘才张口。”

“弟媳还从不让娘花俺姐妹
的钱。今年夏天娘住院，我们每
人拿了1000元钱，弟媳回来后全
还了。”高民选说。

“你们也没少往家拿东西。”
陈利格笑着对三个姐姐说。

陈利格的儿女也很孝顺。“有
几次我看见利格的儿子和女儿将
脸贴在奶奶的脸上跟她说话。”陈
利格的邻居郭云杰说，陈利格每
天给老人擦洗身子，还给老人专
门买来了气垫床。

今年夏天，陈利格干脆和婆
婆住在了一个屋。“我已经和婆婆
有很深的感情了，她离不开我，我
也离不开她。”陈利格告诉记者，
幸亏娘家的爹娘还年轻，身体也
好，等到他们老了，她也会把所有
精力倾注在他们身上。

陈利格：甘作婆婆的“小棉袄”

□记者 张静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平顶山
市湛河区人民法院获悉，该院近
日审结一起利用虚假信息租车的
诈骗案。

据湛河区法院新闻发言人张
春阳介绍，2015年3月31日，山东
省诸城市贾悦镇24岁的万某来
到我市湛河区程庄村的某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以租车自用为由，使
用虚假的身份信息与该公司签订
汽车租赁合同（租赁期 2015 年 3
月 31 日至 2015 年 4 月 4 日，使用
范 围 为 平 顶 山 周 边），并支付
6000元押金，骗租了一辆黑色别
克英朗轿车。2015年4月1日，被
告人万某驾驶该车到江苏省新沂
市开发区一个工厂门口，以质押
借款的名义准备以两万元的价格
将该车卖给三名男子，在交易过
程中被对方以试车为由将车强行
抢走。2015年 4月 18日，该车在
江苏省新沂市一小区内被所属的
汽车租赁公司找回。经价格认证
中心鉴定，涉案别克轿车价值人
民币54600元。

另查明，被告人万某因犯合
同诈骗罪于2016年4月5日被甘
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罚金10000元，刑
期自2015年 9月23日至2020年
9月22日。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万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
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
机关指控被告人万某犯诈骗罪罪
名成立。被告人万某自愿认罪、
悔罪，态度较好，法院依法予以从
轻处罚。被告人万某在判决宣告
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有
漏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应数罪并
罚：被告人万某犯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000元；
与原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并处罚金10000元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15000元。

用虚假信息租车
案发后获刑摆花卉

迎元旦

昨天，物业管理人
员在花坛里摆放羽衣甘
蓝。当日，为迎接新年
的到来，市工人文化宫
的物业管理部门在东门
花坛里摆放了数千盆多
色羽衣甘蓝。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