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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田秀忠

本报讯 5月 11日—12日，由市教
体局主办，市体育运动学校承办，市
全民健身中心、市五环游泳俱乐部协
办的“奔跑吧·少年”2024年平顶山市
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在市五环游泳馆
举行，63枚金牌各归其主。

本次比赛设置学生组和竞技组，

分6个年龄组，含50米蝶泳、仰泳、蛙
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和200米混
合泳等6个单项。全市29支代表队
的212名选手参加比赛。比赛采用混
比单录方式，学生组和竞技组共同比
赛，分别记录名次。

经过激烈角逐，王子橡、崔嘉祥、
魏睿坤等 17 位优秀选手获得金牌。
卫东区雷锋小学教育集团、新华区光

明路小学教育集团、新华区新程街小
学教育集团和新华区中心路小学教
育集团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市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彭志刚
说，比赛为我市青少年游泳爱好者提
供了一个展现风采、共同进步的平
台，点燃了青少年的游泳热情，扩大
了游泳运动的影响力，为我市游泳项
目竞技体育储备了人才。

“泳”往直前游出精彩
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圆满落幕

轮滑小将！滑出速度与激情
5月12日，发令枪响，3名少年选手起步。
当天，2024年平顶山市全民健身活动月轮滑比赛在市全民健身中心（原市体育村）结束。本次比赛项目包括速度

轮滑200米、300米、500米计时赛，按照年龄分为7个组别，来自全市的304名选手报名参赛。 本报记者 王辉 摄

□本报记者 王民峰
通讯员 陈彦培 李浩明

只用折折纸盒，一天就能挣400
元，来自许昌市襄城县的在平务工人
员崔某、杨某受高薪诱惑，答应了熟
人介绍的工作，却成了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的共犯。近日，湛河区人民
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检查时，
见到了正在执行社区矫正的杨某。
面对检察官，他懊悔不已：“找工作不
能只看工资高不高，还要看违法不违
法，不然天上掉下来的很可能不是馅
饼，而是牢狱之灾。”

2022年5月，崔某接到熟人刘某
的电话，让他帮忙在湛河区荆山街道
某村租一个独院。崔某以每月 600
元的价格租下院子后，交付给刘某。
刘某告诉崔某：“我做假烟很久了，门
道都清楚，这个院子主要放些制假材
料，偶尔来加工。你要愿意跟我干，
这儿归你管，一天给你400元工钱。”

崔某心里盘算，这儿离家近工资
又高，虽然做假烟是违法的，可自己
只是打工的，真出了事也不会牵涉到

自己，遂爽快答应下来，还介绍了邻
居杨某一块儿干。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虽然刘某一
直委托崔某正常缴纳房租，但小院并
没有投入使用，直到2023年5月的一
天凌晨，熟睡的崔某接到刘某的电
话，让他立刻开车到市区某工业园区
附近的偏僻位置。

崔某到达指定位置后，刘某指示
他：“看到路边停着的面包车没？车
钥匙就在车上，把你的车停在面包车
的位置，车钥匙也放在车上，然后开
着面包车往西走。”

崔某按照刘某指示开着面包车
西行十几分钟后，刘某打来电话，让
他回去把车换回来。崔某回去发现，
他的汽车的后备厢和后座都放满了
纸箱，便连夜将箱子拉回租赁的小
院。天亮后，刘某联系崔某，让他把
箱子打开，将里面已经印制的香烟半
成品包装盒沿折痕折好，并进行封
口。

连续两天，崔某按上述接头方
式，拿到半成品包装盒后，联系杨某
一块儿组装，刘某也按每人每天400

元的标准支付两人工钱。
第三天，崔某和杨某正在院子里

折烟盒，公安机关和烟草稽查的执法
人员破门而入，现场查获假冒注册商
标的伪劣烟卷106.5万支、烟丝325公
斤、烟盒72000个、烟条盒7000个、成
品烟盒43500个。根据鉴定，涉案烟
草价值63万余元。

2023年7月，承办检察官温欣在
提审时，崔某和杨某认为自己只是给
刘某打工，只拿工钱，应该不算犯
罪。经检察官释法说理，他们才明
白，他们明知刘某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却仍然为其提供帮助，均触犯了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2023 年 10
月，湛河区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向湛河区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庭审中，崔某、杨某当庭认罪
认罚。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犯
罪事实和量刑建议，两人均被处以刑
罚。

承办检察官温欣提醒，入职后若
发现工作涉嫌违法，应立即停止并报
警处理，不要为了利益而随意盲从，
成为犯罪的帮凶。

日赚400元！熟人介绍的工作竟是犯罪
崔某、杨某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处以刑罚

□本报记者 王亚楠

鹰城的80后、90后，记得当年的
大头贴热潮吗？三五好友相约，挤在
狭窄的大头贴小屋内，随着“咔嚓”一
声，照片“新鲜出炉”。一起拍照、互赠
大头贴，成为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近期，大头贴自拍机重回鹰城，还
出现了专门的大头贴照相馆。

玩法、道具多样

在社交平台，不少网友晒出自己
的打卡体验，“大头贴”话题有近万浏
览量，大头贴“身价”更是涨了几倍。

“以前凯撒到处都是拍大头贴的
机器，但不知什么时候就消失了。”在
美团平台，网友“一只小肉肉儿”说，她
曾因拍不了大头贴而失望好久，最近
发现开源路中段有家大头贴照相馆，
进去体验后，一秒将她拉回学生时代。

这家店占地20余平方米，装修以
橙色为主，墙壁上挂满了老式磁带、宝
丽来相机和大头贴，并有各种各样的
道具和配饰。店内陈设的中古玩具和
手办，吸引不少人来打卡。店主楠楠
推出了多种拍摄风格，价格在15元至
30元之间。

“与早年相比，现在的大头贴拍摄
主题更多样，画质也更清晰。”建设路
中段某商场四楼摆着一台大头贴自拍
机，对面做美甲生意的孟娟表示，作为
80后，她也曾钟爱大头贴，还自制了一
本大头贴相册。她的QQ空间里，至今
还保存着曾经的大头贴电子照片。“现
在的道具很多，当年我们拍照用的是
踏板，现在遥控就能操作。”她说。

眼镜、帽子、发箍，大头贴自拍机
外挂满了各种免费道具。原图、拼接、
黑白、复古……拍照前，大家可根据喜
爱的风格选择滤镜和边框，扫码支付
即可开拍。

相较于这台大头贴自拍机，该商
场一楼的机器每版照片需支付 28.8
元，不满意可重拍两次。

年轻人开始怀旧

现在，手机美颜功能已很强大，为
什么大家还花钱拍大头贴？

“几十块钱就能买一波回忆杀，很
值得。”33岁的市民曹女士说，大头贴
自拍机更像一台时光机，带她回到童
年和青春时光。

张旭珂在建设路中段某商场工
作，每到节假日，她就会看到很多情
侣、闺蜜或小朋友，在大头贴自拍机小
屋里拍照，大家出来时拿着刚“出炉”
的照片，笑容很甜蜜。

楠楠今年30岁，10年前在韩国留
学，接触了复古大头贴、韩国四宫格大
头贴和拍立得，“那种胶片感的画质和
即拍即得的感觉，是手机和相机无法
做到的”。

“除了赚钱，更多的是怀旧。”去
年，楠楠决定在开源路中段东侧小巷
里开自拍馆，除了80后、90后当年流
行的非主流图案，她还增加了可爱元
素的边框，“不只是拍摄花样，机器的
像素、滤镜等都升级了”。

每逢周末或节日，店里就会有很
多学生打卡。店里陈设的手办、周杰
伦海报竟意外成了流量密码。“完全没
想到，我只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陈列
出来。”楠楠坦言，店里的装修风格确
实吸引了大量“粉丝”，仔细回想，多元
化才能收获更多受众，虽然店铺周边
的人流量不大，但生意并不差。

在市区凌云路北段一家商场入口
处，也摆着一台大头贴自拍机。工作
人员表示，大头贴贩卖的是一大群人
的青春回忆，怎么可能不吸引人？

80后、90后的回忆

大头贴重现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