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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

提起“小人书”，生于上世纪
70年代以前的人都不陌生，巴掌
大的纸上，一幅幅简单的图画，再
配上几十个文字，薄薄的几十页，
勾勒出一个动人的故事。当时，
掏两分钱看“小人书”，对很多人
来说是一种享受，更是几代人童
年的精神食粮。

昨天上午，在市区矿工路西
段，记者遇到一位摆摊售卖“小人
书”的摊主，崭新的“小人书”吸引
了众多过往市民围观翻阅，售卖
价格比原定价高出数十倍。不少
市民称多年没有见过了，满满的
都是童年回忆。

对此，有业内“小人书”收藏
者提醒，这些书疑似“盗版”做旧
图书，作为童年的回忆看看可以，
但如果收藏，其价值并不大。

街头叫卖“小人书”

昨天上午 10时许，在矿工路
西段新程街小学西侧的公交站牌
附近，记者看到，一名中年男子在
售卖“小人书”。一块两三平方米
的格子布上摆着《地雷战》《地道
战》《三毛流浪记》《小兵张嘎》《哥
伦布》《东郭先生》《淮海大战》《铁
道游击战》等上百本“小人书”。
这些书有单本的，也有成套的，都
是崭新的，鲜有被翻阅的痕迹。

记者翻了翻，这些“小人书”的
定价多为0.1元—0.2元，但男子的
售价是“一本6元，两本10元”。对
于成套的“小人书”售价更高，一套
6册的《三十六计》卖30元。

市民翻看追忆童年

记者注意到，现场有不少市
民蹲下来购买、翻看。一位40多
岁的女士在摊位前仔细翻看后，
花 50 元钱买走了 10 本。据这位
女士说，她买回去主要是想给孩
子看看，“他们没见过这些书”。

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感慨地
说，以前都是几分钱看一本，那时
候放了学大家都聚在一起看，现
在“小人书”都是稀有之物了。

今年50多岁的李大伯买了3
本。“我们那时候放学或放假在
家，要么结伴玩游戏，要么就去小
书摊花几分钱租几本‘小人书’
看，有时看得很晚都想不起回家
吃饭。”他说，自己买的不仅是一
本书，更是一种回忆。“现在的孩
子很多都没见过‘小人书’，我要
带回去给孙子孙女们看看。”

记者在此停留了20多分钟，
前后有近十位市民购买，以中老
年人居多。

有市民提出质疑

记者翻看这些“小人书”，其
背面的出版时间多在 1970 年—
1980年间，有的还属于第一次印
刷。

“怎么会有这么多几十年前
的书？”“这些书保存得也太好了
吧！”“这不是翻版吧？”……

现场，也有少数市民提出疑
问。对此，摊主说：“这些书都是
仓库清仓时清出来的，都是过去

出版的，所以保存较好。”
“仓库在啥地方呀？怎么有

这么多库存？”记者也好奇地问。
对此，摊主并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说“我们弄到这些书也不容
易，还是托人弄的，仓库的员工也
不一定能弄到”。

业内人士提醒：疑似“盗版”

赵辰钢是我市的一位“小人
书”收藏爱好者，收藏有五六百本

“小人书”。昨天，记者就此事与
其联系。他告诉记者，这些“小人
书”都是仿品，“市民如果为了回
忆童年，买两本看看可以，但其没
有收藏价值，它们大多是通过电
脑将原版扫描以后再重新翻印
的”。

赵辰钢说，过去的书装订全
部是用图书订针，因为时间的关
系，保存至今的基本上都有锈
斑。新书充当旧书，用的是发黄
的纸张，而且它非常干净，纸张在
空气中没有产生氧化。一般老版
书长时间存放后，都会有自然的
小斑点。另外，现在制版都是电
脑制的，如果拿放大镜看，文字会
发白、发虚。

街头摆摊叫卖“小人书”
不少市民称：多年不见，满满的童年回忆
业内收藏者提醒：收藏价值不大

□记者 李霞

本报讯 11 月 13 日下午 6
点多，市区光明路与平安大道
交叉口北约100米处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一辆黑色轿车和
一辆电动三轮车相撞，导致电
动三轮车上一人死亡，数人受
伤。

当晚 7点左右，记者赶到
现场时，伤者已被 120 救护车
送往医院。事故现场道路中
央的护栏被撞倒了四五米，散
落在地的护栏架两端分别停
着一辆黑色小轿车和一辆红
色电动三轮车。其中，小轿车
的前挡风玻璃已破碎，车盖一
端变形翘起，一个前轮被撞
瘪。电动三轮车的一个后视
镜掉落，地上还散落有衣物、
青菜等物。两辆警车停在路
边，几名交警正在勘查现场。
随后，两辆事故车辆被道路清
障车拉走。

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黑
色轿车和三轮车都是自南向北
行驶的，不知什么原因，两车撞
到了一起。当时开三轮车的男
子看上去伤势很重，三轮车上
坐着的几个人也受伤了。

另据目击此事的网友反
映，事故发生后，不少路过的好
司机上前抬车救人。

“我们到达现场时，有一
名60多岁的男性伤者躺在地
上，情况危重。我们在现场和
救护车上均对他实施了抢救，
但是伤者没多久就没有了生
命体征。还有几名伤者被拉
到医院救治。”昨天，记者从平
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急诊
科了解到，死者是电动三轮车
的驾驶人。另外几名当时坐
在电动三轮车上的人也有不
同程度的受伤，正在医院做进
一步的检查治疗。

目前交警部门正在调查
此事。

电动三轮车与轿车相撞
路过的好司机抬车救人

昨天，在鲁山县张店乡张店村，爱心市民王广娜（左二）将自
己购置的棉被送到孤寡老人崔本业手中。家住新华区湛北路街
道八中北街社区的王广娜，近日从一个爱心微信群了解到新华区
交通运输局对口扶贫的鲁山县张店乡张店村和宋村有10位孤寡
老人需要帮扶，她便花费近2000元购置了10床棉被，随同新华区
交通运输局筹集的其他越冬物品送到老人家中。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爱心棉被”温暖老人心

昨天上午，在湛河区轻工路街道高楼村的蔬菜大棚里，村民谢瑞平在拔草。近来，高楼村建起了近
百座蔬菜大棚。如今，大棚里种植的生菜、芹菜、大青菜等蔬菜长势良好，不仅可以丰富鹰城百姓的菜篮
子，还提高了菜农的收入。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大棚里面菜儿鲜

□记者 张鸿雨

本报讯 石龙区龙河街道
嘴陈社区黎庄村黎广耀家萝
卜、白菜和大葱滞销的消息经
本报报道后（详见本报11月14
日 A5 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关注。昨天，石龙区高庄街道
办事处、区国源水务公司组团
购买，帮助贫困户解燃眉之急。

昨天上午，高庄街道办事
处组织车辆和人员来到黎广耀
家的地里，买走了300多斤（1
斤=500克）萝卜、200斤白菜和
40斤大葱。

当天，区国源水务公司的
职工也来了。“我们从平顶山晚
报和平顶山传媒那里看到了他
家蔬菜滞销的消息。这一家人

虽然贫困但不等不靠，他有困
难了大家理当帮助。”该公司办
公室主任沈均普说，他们单位
有内部食堂，“今天上午我们在
微信群里通知了，本月是‘扶贫
月’，餐厅蔬菜以萝卜、白菜为
主，大家都表示赞同。”

昨天上午，石龙区社会养
老服务中心、区中鸿幼儿园、区
阳光幼儿园等均联系记者索要
黎广耀的电话，表示将尽快去
采购萝卜、白菜等。

“非常感谢晚报的关注，我
已接到20多个咨询电话，卖出
萝卜700多斤，白菜450多斤，
大葱180斤。”昨天下午4点半，
黎广耀说。

石龙区爱心菜热销

不少市民挑选购买“小人书”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