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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超

本报讯“在警方的帮助下，孩子找到
了，之前晚报报道过此事，谢谢了……”
昨天上午，家在湖北武汉的邹先生给记
者发来微信，话语中透着喜悦。

邹先生的亲戚老杜是湖北省仙桃
市人。1993年，老杜的小女儿圆圆出
生。当时，生活条件不好，而且“计划生
育抓得很严”，经人介绍，他们将女儿送
给了一对来自河南平顶山的夫妇。

据老杜回忆，这对夫妇当时在湖北

荆门市给人送蜂窝煤。女儿刚送人时，
他们两家还有书信来往。两三年后，他
们外出打工，加上搬家等原因，两家渐
渐失去了联系。前几年，家里经济条件
好转后，他便开始寻找女儿，“到荆门市
寻找，人家说这对夫妇在当地住了四五
年就回河南了。”老杜将寻找女儿的信
息发到了网上，并在当地警方的帮助
下，在全国人口信息网中查寻，但无
果。2016年2月，老杜通过亲戚邹先生
与记者取得联系，本报就此事进行了报
道。

老杜说，晚报刊登此事后，他们也
接到过一些电话，但核实后都不是圆
圆。去年，在仙桃市警方的帮助下，他
们通过DNA比对，终于找到了圆圆。

“原计划今年春节去平顶山相认
的，因为疫情一直没去。”邹先生说，目
前，老杜在广州做生意，圆圆在深圳打
工，“虽然相距不远，但还没有相见，一
切要等警方的安排。”

至于其他情况，邹先生说：“等到相
认时再说吧。我们也盼着相见的那一
刻，相认那天，一定请你们去见证。”

晚报曾报道，后在警方帮助下——

20多年前送人的女儿找到了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 昨天，市作家协会传来消
息，为总结我市文学界多年来取得的丰
硕成果，全面展现我市作家的文学成
就，市作家协员报请市文联同意，拟编
选《平顶山文学四十年（1979-2019）选
粹》（暂名），即日起至5月31日征稿。

据市作家协会主席孙希彬介绍，此
次征稿的文学作品发表时间为1979年
—2019年，凡 2019年底前在平顶山工

作或户籍在平顶山的作家的作品均在
征集之列。

征稿作品的标准为：在省级以上文
学期刊（CN 刊物）上发表的短篇小说
（含小小说）、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
告文学、文学评论、诗词楹联、杂文时评
等；入选省级以上文学选本的作品；获
得省级以上文学奖的作品。

报送作品时须用word文档，版面格
式统一为“标题+作者姓名+正文+作品
原发期刊名称+200字内作者简介”，其

中短篇小说报送至pdsdpxs@163.com，
中篇小说报送至 470394772@qq.com，
散文报送至qlm1122@163.com，诗歌报
送至gcl68@163.com，报告文学报送至
jxcqlzq@163.com，文 学 评 论 报 送 至
962296310@qq.com，诗词楹联报送至
pdsycchen@126.com，杂文时评报送至
laohou0220@163.com。

详情可咨询市作协相关负责人张
中 民 （15937570688） 、 安 建 功
（13525388269）。

《平顶山文学四十年（1979-2019）选粹》开始征稿

□记者 邢晓蕊

本 报 讯 随着气温回
升，豌豆角大量上市，价格
大幅下降。

昨天上午，在市区体育
路、园丁路等处，拉着架子
车售卖豌豆角的商贩多了
起来。在开源路南段，一位
商贩推着一车新鲜豌豆角
叫卖。商贩李师傅说，目前
豌豆角售价6元每公斤，10
天前售价是 10 元每公斤。

“上个月卖的豌豆角大都来
自海南，最贵的时候，我们
卖六七块一斤（1 斤 =500
克）。”随着气温上升，南方

豌豆角大量成熟，本地豌豆
角也少量上市，价格随之下
降。

记者了解到，在市区光
明路、西苑路等处，商贩叫
卖的豌豆角多为每公斤 5
元。在中兴路丹尼斯、开源
路德信泉等超市，新鲜豌豆
角每公斤售价大都在 6元
左右。

湛南路西段一家蔬菜
店的老板武先生介绍，目前
市面上的豌豆角多是外地
货，较去年同期差不多每公
斤便宜了三分之一，本地豌
豆角预计下个月会大量上
市，届时价格可能会更低。

豌豆角大量上市
价格悄然下降□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昨天上午，在郏县冢头镇
北三郎庙村田间，嫩绿的芦笋生机勃
勃，村民徐银玲等人手持刀具在采割芦
笋。“这是今年第一茬儿芦笋，每天采收
两次。”徐银玲高兴地说。

今年40多岁的徐银玲种植芦笋已
经有10年了，她家共种植10亩芦笋，每
年收入8万多元。靠着种植芦笋致富
后，她住上了漂亮的楼房，现代化家电
一应俱全，小轿车也开回了家。

“村里选这个项目真好，让村民的

腰包都鼓鼓的。”徐银玲说。
北三郎庙村党支部书记李明现

介绍，2001 年，该村经过考察后开始
种植芦笋，并于 2003 年成立了芦笋
种植专业合作社。如今，全村 1300亩
土地中，芦笋种植面积有 1100亩。为
了使采割后的芦笋保持新鲜，他们还
建成了储存量达 10 万公斤的冷库。
合作社采取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统一
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然后由山
东收购商把芦笋加工出口到韩国、日
本、美国等多个国家。

种植芦笋让北三郎庙村人走上

了致富路，全村仅此一项的收入就达
500多万元。

李明现说，他家通过土地承包种植
了24亩芦笋，安排了12名村民收割，每
亩地的纯收入有6000元。目前，芦笋
又进入了采割期，村民每天上下午各采
割一次，收割后由合作社统一收购。“下
一步我们将对种植的芦笋进行优化，确
保芦笋高产丰收。”

冢头镇镇长李磊介绍，在北三郎庙
村的影响下，芦笋种植辐射到了周边王
寨、北高庄、焦村等多个行政村，全镇种
植芦笋达3000多亩。

种植芦笋敲开致富门

冢头镇芦笋走出国门

根据市公路局安排，现通知已到公司报到的平顶
山市意达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分流安置人员，请于
2020年4月15日上午8点前到公司上班，逾期不到岗
者，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平顶山路鑫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0日

公 告

昨天，在湛河区北渡街道湾李村集市上，种植户正销
售新鲜的草莓，每公斤 15元。一位逛集市的村民告诉记
者，乡村集市果蔬多样，价格便宜，吸引了不少买家，也为
果蔬种植户提供了销售平台。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乡村集市果蔬多

昨天上午，在湛河区九里山街道李堂村一家食品调味料民企包装车间，员工们正忙着装箱，成品准备发往外省销售。据
企业高管汪耀正介绍，近期随着企业复工复产，调味料销量逐渐上升，每日售出近百箱。目前，企业采取电话订单、物流快送
的方式，产品已销到安徽、山西等省。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民企复工 产品外销

昨天上午，市区开源路某超市内，西瓜、芒果等大批水
果摆上货架，鹰城进入水果季。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鹰城进入水果季

来电照登

市民韩女士昨日来电：市区平煤神马集团七矿
路小区院内垃圾无人清理，气味难闻。

市民黄先生昨日来电：市区黄楝树社区同乐街
南段饲料公司家属院 37 号楼有一下水道堵塞，污
水横流。

菜篮子满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