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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元琪

街巷里、楼宇间，流浪的犬、猫
再平常不过了，好多人连用余光去
瞥一眼它们脏兮兮的身影都不愿，
更有甚者对其施以暴力。但在我
们身边，还有一群人默默关注照顾
着这些无家可归的生灵。近日，记
者走近这群满怀爱心的人，看他们
是如何用实际行动诠释对生命的
尊重。

爱心大姐
与流浪狗的不解之缘

“花花，吃饱了别乱跑，趴这儿
歇会儿。”4月8日中午，记者路过优
越花苑小区，循声望去，瞥见花坛
边王琳正与两只脏兮兮的流浪狗
逗乐，地上散落着馒头渣和肉屑。

这是记者第三次见到王琳喂
食流浪狗，清明小长假前，记者曾
跟踪采访过她两次。第一次是4
月1日，那天中午阳光和煦，王琳低
头抚摸“花花”，这只狗十分瘦小，黑
白相间的体毛很长且已打结。见
到记者走来，“花花”赶紧藏到王琳
身后。另一只黄白相间的狗狗名
叫“龅牙”，胆子挺大，靠前嗅闻记者
的裤子，记者本能地后退一步。“别

怕，我带它打过针了。”听到王琳的
话，记者有些尴尬，随即蹲下，让

“龅牙”用舌头舔舐着记者的手指。
王琳44岁，在商业大楼上班，

家在附近小区，养了3只狗，有两只
是捡回的流浪狗，最早被带回家的
那只狗已经跟她生活快5年了。

“我从小爱养狗，只是家里地
方小，养不下了。”王琳说她从5年
前开始关注流浪狗，像她一样的人
还有很多，特别是一些临街商户，
愿意给这些可怜的小生命一些吃
食。爱家宠物门诊的执业兽医师
勾全喜经常为流浪狗提供帮助，

“龅牙”就是他的“客人”。
现在，王琳每天工作之余都会

探望“花花”和“龅牙”，几块馍干、一
把肉粒，两个可怜的小生命得到了
最基本的照料。若时间充足，王琳
还会陪它们玩一会儿。“都是生命，
给它们一口吃的，最起码饿不死。”
王琳说，现在不少流浪狗是被主人
弃养的，这些狗大多有心理问题，
希望大家怀着爱心去饲养宠物。

热心要有“度”
爱心要理智

“在我们身边，像王琳这样关
爱流浪狗的爱心人士还有很多，他

们有固定的组织，遇到麻烦也会来
我这里寻求帮助。”勾全喜告诉记
者，我市有不少爱心人士捡到受伤
或生病的流浪狗后带到他的门诊
救治，他会按成本价收取基本的治
疗费用。

爱家宠物门诊大厅里有一只
名叫“小美”的土狗，右前腿天生残
疾，不能完全伸直。“小美”是4年多
前勾全喜在店门外捡到的，当时它
身上有伤，医治伤愈后也没人领
养，现在至少10岁了。“小美”是只
母狗，性格非常温顺，躺在地板上
露出肚皮“撒娇”，无论记者如何逗
玩，它都百依百顺。

勾全喜推荐了“平顶山流浪动
物救助领养”微信群群主“居易”，
建议记者向他咨询关于救助流浪
动物的更多信息。随后，记者来到
开源路南段“居易”的工作室。

“居易”是一名自由职业者，目
前主要做网络销售。“居易”为记者
泡了杯茶，讲述起他与流浪动物的
不解之缘。这个25岁的年轻小伙
讲话沉稳，且很有条理。“当年我在
郑州闯荡，领养了一只狗，现在仍
然跟着我。”“居易”说，微信群是一
年多前建起来的，现在成员已有近
500人。这足以表明，在关爱流浪

动物这件事上，大家是有一定共识
的。但热心要有“度”，更要懂得理
智，不能被道德绑架。否则，好心
并不一定能办成好事。

“居易”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前段时间，我市有位爱心人士在市
郊发现一个为狗肉餐馆提供货源
的“黑窝点”，该爱心人士花费370
元买下一只萨摩耶犬，但仍有众多
狗狗等待“救援”。此事在微信群
公布后，大家捐款近 8000元要去
解救狗狗。经过再三思考，“居易”
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执法人员依
法查处了这个“黑窝点”。“如果今
天我们花钱买下 10 只狗，那么明
天就可能有 20、30只狗等着我们
去买。这不是在救助，而是在纵
容。”“居易”说。

推广科学救助模式
让流浪动物越来越少

据“居易”介绍，一般情况下，
他们遇到流浪的品种犬后，都会先
寻找主人，如果找不到，就先进行
临时安置，确定健康状况后发布领
养信息，为其寻找新的主人。对于
那些品相不好、无人领养的流浪动
物，他们会安置在“救助小院”。

“救助小院”是“居易”的朋友

岳冰冰女士筹建的流浪动物救助
基地，已运营了一年多，目前有20
多只流浪狗圈养在那里，可提供基
本的饲养条件。“救助小院”的运营
经费来自爱心网友的捐赠，目前每
个月的花销约2000元。

“圈养流浪动物的成本太高
了，没有政府的投入，仅靠几个热
心人去做，总会有撑不下去的那一
天。我更建议从源头上减少流浪
动物，毕竟城市在发展，也不是所
有人都能接受身边存在流浪动
物。”“居易”说，我国部分大城市在
控制流浪动物的过程中，已经开始
推广“TNR”（Trap、Neuter、Return）
模式，即“捕捉、绝育、放归”。这种
模式借由对流浪犬、猫施以绝育手
术，使之无法继续进行繁殖，从而
控制流浪犬、猫族群的增长速度。

“居易”举了个例子，当我们救
助一只流浪狗后，会对其进行体
检，确定其健康状况，施以必要的
驱虫和免疫措施，然后对其进行绝
育术并在体表进行标记，进而放
归。目前，“居易”正在寻求与我市
有资质的宠物门诊机构进行合作，
推广“TNR”模式。“还是希望大家
在选择饲养宠物时多加考虑。既
然不爱，就不要伤害！”“居易”说。

他们为流浪动物撑起一片晴空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黄花苗”学名蒲公
英，是一种常见中草药，不少农
民常拿它煮水当清火茶。如今，
经过鲁山返乡创业大学生雷德
华的加工精制，蒲公英变身为高
品质茶叶走向市场。4月 7日，
在该县瓦屋镇上竹园寺村雷德
华的蒲公英深加工基地，前来务
工的村民正在忙着分拣、切段、
晾晒刚挖出来的蒲公英。

上竹园寺村地处深山区，漫
山遍野的蒲公英开着黄色的花
朵。“我毕业于信阳农林学院食
品科学系，茶叶加工是我们的专
业课之一，毕业后在郑州一个集

团做了几年采购。”今年30岁的
雷德华看起来阳光又精干，他
说，“鲁山本来就有制茶历史，而
蒲公英在家乡随处可见，药食两
用，《本草纲目》等药学词典均有
记载，于是就想到了制作蒲公英
茶。”

2017年，雷德华响应大学生
返乡创业的号召，回到家乡上竹
园寺村。他与上海海关驻村第
一书记王镝接触后，在对方的指
导和带领下开启了创业之旅。
他首先流转土地近100亩人工种
植蒲公英，随后注册成立公司，
申办食品生产许可证，建立了一
条蒲公英袋泡茶生产线，长期安
排10余名贫困户务工。随着市

场的拓展，公司开发的蒲公英茶
销量大增，雷德华就大量收购村
民们刨出的野生蒲公英，不仅带
动本村村民参与到该项产业中，
还辐射带动整个瓦屋镇的居民
采挖、出售蒲公英。

记者在制茶现场看到，偌大
的厂院里，晒满了淘洗后的蒲公
英，十多名妇女正在忙碌，有的
在分拣、择叶，有的在剪切、淘
洗。制茶车间及包装车间里也
有人在忙碌，进入需要套鞋套、
换衣服，全副武装。66岁的韩香
是上竹园寺村大沟组贫困户，正
在择着蒲公英叶子，她对记者
说：“年龄大了不能出去打工，老
伴患癌也需要人照顾，平时没啥

事可干，在这儿一天能挣60元，
可高兴啦。”

“黄花苗一年可收春秋两
季，现在正是忙时，得雇几十名
临时工。”本村的雷老师退休后
在这里帮忙管理，“这些叶子晾
晒后，要经过杀青、揉捻、烘干、
提香等一系列工序，和制茶一
样。一般情况下 3 斤湿黄花苗
能择出1斤叶子，10斤叶子才能
制出1斤茶。”

雷德华告诉记者：“刚开始
做的是袋泡茶，现在已开发出了
颗粒茶，市场销量很好。我的愿
望是带着村民一起致富，将来还
要建蒲公英庄园，带动旅游业发
展。”

把蒲公英做成高品质茶叶卖!
大学生雷德华返乡创业助村民脱贫

□本报记者 胡耀华

30年前建设的一幢土瓦房内，
除了堂屋一套崭新的音响，一件像
样家具也没有。4月7日下午，在鲁
山县下汤镇和尚岭村，刚练完歌的
叶恒无奈地说：“我现在一周做三次
血液透析，啥活儿也干不了。”

33 岁的叶恒原本有个幸福的
家，父母操持家务，他和妻子外出打
工。正当一家人向着梦想冲刺时，
叶恒突然病了。“那是2016年，当时
我在四川打工，感到身乏无力，还经
常晕倒，到多家医院检查后，都说是
尿毒症。”叶恒说，为了治病，原打算
盖房用的10多万元积蓄花完了，又
欠了不少债务。现在，叶恒每周需
做3次血液透析，除了农村合作医
疗报销，每月还需承担上千元费用。

记者看到，因长时间扎针，叶恒
整个胳膊青筋暴起。叶恒说，他的
母亲血压高，一双手颤抖得厉害，有
时还会晕倒，因缺钱一直不愿去医
院检查。“现在我家连头猪仔也买不
起，你知道我多想养一头猪。”叶恒
的母亲说。

记者了解到，叶恒家是村里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叶恒每月能领取
180元最低生活保障金。叶恒膝下
一儿一女，11岁的儿子在村小学上
学，6岁的女儿从前年起一直跟着
在外打工的母亲。

叶恒从小爱唱歌，上学时经常
在学校登台演出，14岁那年还在鲁
山县电视台举办的歌手大赛中荣获
第三名。后来叶恒逐渐成了村上的

“草根”歌手，每年夏天只要在家，他
就组织消夏晚会，和村民、歌友一起
演唱。叶恒的音响坏了，去年夏天，
几个邻居和歌友凑钱给他购买了一
套新的，叶恒感动得不知道说啥好。

“原来唱歌纯属爱好，没想着挣
钱。”叶恒说，从两年前开始，不管哪
里举办文艺活动，只要对方给钱，他
就去。但叶恒的遭遇极少有人知道，
花钱请他唱歌的人并不多。采访结
束时，叶恒告诉记者，如今体力活干
不动了，他打算好好练歌，既可消磨
时光，而且唱好了也能赚些生活费。

鲁山男子患尿毒症
坚持追求歌唱梦想

草莓热销

昨天上午，在体南农贸市场
附近，商贩在摆放草莓。据了
解，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市郊草
莓大棚进入批量产果期，草莓价
格也随之下降，约每公斤20元，
吸引了不少市民购买。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