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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超 文/图

本报讯 阳春三月，春暖花
开，树木也吐出了嫩嫩的绿芽，
满眼都是赏心悦目的风景。然
而，近日记者采访时发现，一些
市民为了一饱口福，摘枸穗、捋
柳穗榆钱，毁坏树木，看着让人
心疼。

3月25日下午，记者在市区
诚朴路湛河桥附近看到几位捋柳
穗的市民。“这几天，柳树都绿芽
了，不少人捋柳穗，我们说了也没
用，有时还招来谩骂。他们这样
做，一是毁树，二是增加了我们的
劳动量。你看，这根柳枝就是早
上被人掰折的。”一位环卫工人拿
着一根拇指粗细的柳枝说。

“吃柳穗清凉败火，因此很多
人都想解解馋，尝尝鲜，但这些柳
树刚萌芽就被捋，就如同人头发
被薅掉一样，对柳树生长不利，同
时也毁掉了美好的风景。”一路过
的市民说。

除了捋柳穗，还有人摘枸穗、
捋榆钱。昨天上午，在市区湛北
路与开源路交叉口附近的湛河堤
上，一名老人站在斜坡上正在捋
榆钱，一棵两三厘米粗细的榆树
上刚刚发出的嫩芽被他捋得一干
二净。

在市区湛北路与新华路交叉
口东边的河堤上，一名老太太摘
了不少枸穗，手上拿的塑料袋里
已经摘了小半袋（下图）。

市园林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每年的这个季节都会出现折
树枝摘柳穗、榆钱、枸穗等不文明
现象，有些市民为了采摘方便甚
至将树枝折断，他们发现这种行
为都会劝阻。“柳穗被捋光后，柳
条不会再长叶子，无法进行光合
作用的树木会越来越衰弱。此
外，攀树、折枝，会影响树木生
长。最重要的是春季是控制病虫
害的重要时段，园林部门会对树
木喷洒药物，如果不慎食用了被
喷过药的榆钱、枸穗、柳穗，会危
害身体健康。所以，提醒大家不
要为了口腹之欲而置健康于不
顾。”工作人员说。

摘枸穗、捋柳穗榆钱……

为饱口福
市民毁树损枝

□记者 王辉 文/图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在
市区一居民了解到，我市诞生
了首家一元自助洗车店，为有
车一族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当天上午10时，记者来到

市区落凫山路一居民区，看到
一块醒目的“惠民一元自助洗
车站”招牌，三个标准洗车位前
分别摆放着一台多功能自助洗
车机，只要向自助洗车机支付一
元洗车费，即可自助洗车 3 分
钟，一次没洗完，可再次投币使

用。其间，小区居民杨先生等
三位居民饶有兴趣地咨询洗车
店负责人如何操作。杨先生告
诉记者：“在外面洗车贵不说，
还受时间限制，白天没时间去，
晚上去洗车店关门了，这个24
小时的很方便。”

当天 11时许，一位小伙子
骑着摩托车来到一元自助洗车
店投了两枚一元硬币，清洗了
摩托车（上图）。他说：“在传统
的洗车店，洗一次摩托车要 5
块钱，春节期间 10块钱，在这
里两块钱就搞定了。”

市区诞生首家一元自助洗车店

□本报记者 吕占伟

近日，微友“梦逍遥”向平顶
山晚报官微报料：市区矿工路平
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北门东侧
私下买卖药品，交易火爆，参与交
易的多是中老年人，希望有关部
门关注这些药品的来源和去处。
记者昨天在现场探访发现，这个

“市场”的确存在。

记者探访：医院门口药
品交易“有市场”

昨天中午，平煤神马医疗集
团总医院北门东侧熙熙攘攘，在
石狮子旁靠近门卫室的外墙角，
停放着一辆带篷三轮车，一名六
十开外的大妈一手攥着钱，一手
拾掇成袋的药品。与记者交谈
中，她一直很警惕。

“大妈，收药啊？都收啥药？”
“有啥收啥！”
“那你收的有没有治疗白血

病、癌症的药，你这儿卖吗？”
“那你得说药名儿。治白血

病的有好几种，不知道你要哪一
种。”

刚说几句，有人凑上前来要
跟她“交易”，她十分警惕，记者不
得不离开了。

医院北门东侧几米远的道牙
处，停着一辆带铁篷三轮车，驾驶
座上一位中年大叔正在闭目养
神，铁篷顶部放着一大袋药品。

“收药不？我有二甲双胍、硝
苯地平，咋收？”记者上前问。

“拿过来看看吧！二甲双胍
卖着划算，医院开20（元/盒），卖
给我十六七（元/盒）……有的药
收购价是医院药房的80%，有的
是 50%……不要接近保质期的
药。啥药定啥价钱。”大叔滔滔不
绝，和盘托出。

据大叔透露，他主要是收“工
伤和大病开的药”及治疗心脑血
管病的药物；治疗癌症的药也收，
像治肺癌的布地奈德、舒利迭，都
是收100多元一盒。

正说话间，走过来一位中年
女士，手里攥着医院药品划价单

据，开口便问：“你们收的有这药
没？要是有我这吃完以后就从
你这儿买。”

“这药没有。不过这药可贵，
医院开 50 多元一瓶，俺收二三
十，卖价也比医院便宜不少。”

“那这种药（另一种）呢？”
“这药有，便宜，8 块钱一

盒。你要多少？”
从谈话中，记者了解到，中年

女士刚从医院划价开了药，嫌医院
药贵，就想向药贩打听打听。她
问药贩“卖不卖精神类药物”，药贩
说“有奥氮平（一种处方药）”。

据药贩透露，他收来的药物

如果富余，就卖给药店。
“你们在医院门口收药，医院

和其他部门都不过问？”
“我们又不收卖假药，药监局

管这干啥！”药贩答。
记者发现，总医院北门西侧

也有药贩。一辆带篷三轮车上坐
着一位大爷，胸口挂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求高血压、心脑血管病
药物”，车身还有“济生堂”等字
样。记者以家有药品要卖为由询
问，他喊来一旁一位大妈。

“咱这里卖的有抗癌药没？
医院的很贵！”

“有啊，斑蝥胶囊。不过，得

看你一直吃的是哪一种，比从医
院买能便宜三分之一。”

监管现状：食药监部门
称只管药品的来源及质量

离开现场后，记者致电平顶
山济生堂大药房，向工作人员了
解到，该药店并未授权、委托任何
机构和个人回收药品。

随后，记者沿市区迎宾路与
联盟路交叉口向东步行，走进国
大药房、张仲景大药房等几家药
店，向药师了解到“正规药店进
药渠道很规范，绝不存在药贩子
口中所说的情况”。“一些临床用
药属于很谨慎的处方药，如果在
医院之外私下买卖，出了问题谁
负责？”

昨天下午，记者先后致电市
食药监局和新华区食药监局了解
到，对于回收销售药品，食药监部
门只管药品的来源是否合法和质
量是否合规，街头的流动药贩需
要靠其他部门执法规范。

在询问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
医院信访办一名女工作人员后，
记者得知，该院无权对流出医院
的药品和患者买卖药品的行为进
行约束，“除非查明有本院职工参
与买卖”。

相关法规：私自进行药
品交易或涉非法经营罪

记者上网查询了解到，回收
销售药品的个人可能触犯《刑法》
中的非法经营罪，视情节严重可
处以不等的刑罚和罚金。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目
前药品回收的主要来源有三个：
一是享受医保人员为了套取医保
资金故意从医院或药店多开药
品；二是一些人情往来中送的名
贵补药；三是居民家中用剩的药
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提
醒市民：参保人员用医保卡配取
的药品若出售给街头药贩，就涉
嫌无证销售药品的违法行为，将
被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医院门口有个药品交易“市场”

一位从医院走出的男子（右）将手中的药品卖给药贩（左）。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