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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一道白痕！ 新车受伤了
小孩做游戏不慎是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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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杨长喜）近日，家住金杯花
园的业主杜先生十分郁闷，因为才买的

20

多万元
的爱车被一群孩子做游戏时不慎划了一道， 想找
他们家长赔吧，孩子无知不是故意；找保险公司赔
付吧，又不划算。

原来，上周末下午，杜先生出门办事开车时，

发现车门一侧有一道浅浅的白印，用手一摸，擦不
掉，细看一下竟是一道划痕。可楼下的人都说不知
道，后来还是一位大点的男孩儿说，上午小区里的
很多孩子聚在楼下打枪战， 可能是他们手里的枪
呀棒呀不慎划上的。

杜先生一听， 很是生气， 可是找他们家长赔
吧，孩子无知不是故意，再说小区的车多，停得满

满的，给孩子留下玩的空间很小，他们只好做游戏
时在车缝隙里穿梭，也是无奈。

后来，杜先生想到了自己买有车险。可有车的
朋友说，为这点小伤找保险公司赔付不划算。中国
人寿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信阳支公司渠道部经理
卢柯萱说，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很多车主在车辆划
伤的时候没有向公司报案， 因为保险公司其中有
一项规定就是如果上年度受保车辆没有报案，下
年度该车缴纳保险费的时候会有

10%

的优惠；如
果有报案，就不能享受这项优惠。很多车主为车辆
缴纳的保险费动辄几千元，好车的保险费则更高，

单就划痕报案的话，反而不如自掏腰包划算。杜先
生只好自认倒霉。

心系学生为成材 热心“三农”做贡献

———记大学教师王德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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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有这样一名老师，

她是远近闻名的食用菌方面的专家，但学生们却
喜欢叫她“爱心妈妈”，她就是该校生物技术系教
师王德芝。

说起王德芝， 该校学生娄夏夏激动不已，今
年

4

月，娄夏夏的家庭突遭变故，父亲因病去世，

弟妹还在上学，家庭陷入了困境。 得知他的情况
后，王德芝找到了娄夏夏，不仅从精神上安慰、鼓
励他，而且从经济上进行帮助，使他振作起来刻
苦学习，从此形成了“情同母子”的师生关系。

娄夏夏只是王德芝资助的学生之一，入教以
来， 王德芝对家庭贫困的学生一直关爱有加，虽
然家庭并不富裕， 但是她总是慷慨解囊帮助学
生，不仅嘘寒问暖，而且经常给贫困学生资助生
活费、买衣服、买学习用品，从生活、学习上对这
些学生进行帮助。

王德芝对学生们倾注了慈母般的爱心，她常
说：“爱学生，就要帮助学生成材！ ”为了帮助学生
尽快成材，王德芝制订了帮扶计划，她放弃自己
的休息时间，带领学生在实验室多做实验，向学
生传授食用菌栽培技术，如今她的学生不仅找到

了如意的工作，而且很多都成为了一些食用菌大
公司的技术骨干。

从
1997

年筹建信阳农专食用菌协会至今，

王德芝一直坚持利用“双休日”和寒暑假为校食
用菌协会会员义务授课。 她还利用暑假带领学生
开展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活动，锻炼学生的实践
能力。 在王德芝的努力下，学校食用菌协会不断
发展壮大， 每届学生都乐于加入协会学习技术，

每年在校会员都有
200

余人。 会员们在食用菌协
会系统学习掌握了食用菌的制种、栽培、加工、营
销等技能，使学生拓宽了知识面，提高了实践动
手能力，有的会员已在工作岗位上大显身手。

在培养学生的同时王德芝还热心“三农”事
业，如今她不仅担任了西平、鲁山、息县、商城等
地食用菌合作社的技术顾问，而且多次深入食用
菌栽培户，免费发放培训资料，免费进行技术指
导。 今年

3

月，山东潍坊、淄博的有些食用菌种植
户的金针菇染病腐烂，经济损失严重，情急之下，

种植户千方百计地找到了王德芝，她根据发来的
图片找到了染病原因， 为种植户挽回了经济损
失。 王德芝说：“作为农业院校的教师，就要发挥
自己的技术优势，积极开展科技服务，帮助学生
成材，帮助农民解决难题。 ”

种菜种出老年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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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的城市里有块菜地， 自己播
种，自己收获，想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我
市的贸易广场附近，曾有一块四五亩的荒
地，一群想在城里当是“地主”的老人们觉
得这块宝地与其让建筑垃圾、 杂草丛生，

还不如拿来种菜，也种出自己的老年乐。

这些由市民开发的荒地，附近都已经
被各种建筑环绕。据最早在这里种地的李
师傅介绍，这块地原本是菜地，被房地产
开发商征用后由于一直没有开发，这块地

长期荒芜，杂草丛生。 在此种地有一个得
天独厚的优势，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沟贯穿
整块菜地，市民种菜浇水很方便。虽然“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 究竟是谁已经无法考
证，但是现在，这块荒地已经吸引了

40

多
位“菜农”前来开荒，这些拓荒者开垦出来
的菜地面积也越来越大， 已成为一道景
观。 在此已种了三四年菜的詹师傅说，只
要不下雨，他每天与老伴儿都会来此打理
菜地，种的南瓜、生菜、萝卜、白菜，吃都吃
不完。

“这块地闲了好多年了， 看着一直没
人来搞建设，也挺可惜的，我们过来种地，

一来让土地利用起来，二来也可以省点菜
钱，关键还是好玩。 ”今年

72

岁的易老先
生退休前是内配厂的职工， 有近四年的
“菜龄”了，他种了有近两分的菜地，早上
六时许就过来挖生菜了，记者见到他时他
已收了一大篮子生菜，“生菜好种，不爱生
虫，种得太多了，我和老伴儿吃不完，今
天又挖了十来斤， 我得赶紧给亲戚朋
友们送一些，要不都浪费了。 ”退休前
在造纸厂工作的詹师傅觉得， 种菜对
于很多人来说， 并不一定是经济上的
需要， 而是一种令人兴趣盎然的娱乐。

“现在城市里能让老年人休闲娱乐的场所
太少了， 通过种菜既锻炼身体， 又能吃
到自己种的无公害新鲜蔬菜， 一举多
得。 ” 河区疾控中心退休的陈阿姨
认为， 通过种菜， 让在城里即将长大
的孙辈了解一下农业， 让他们通过观察
和玩耍， 学到一些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

“我孙子就很爱来菜地玩，看我怎么种菜，

一个星期过来看一次，他会很兴奋，指着
菜说又长高了。 ”

一大早就带着老伴儿来收菜的黄老
先生说介绍，因为他们在小河沟附近种的
四五块地最近开发商要建房开发了，要抓
紧时间把能收的菜都收走。记者看到他们
种的芥菜、箭杆白、大白菜长势喜人，替他
们惋惜。“没什么可惜的，本来种菜就是要
心态好， 主要是退休了给自己找个寄托，

已经白种了三四年了，其间的乐趣已经享
受到了，我们很满足。”黄老先生的老伴儿
付阿姨一边乐呵呵地从地里挖着白菜一
边对记者说。

前来开荒的人几乎都是
40

后、

50

后，他们都是在城市工作了一辈子的退休
老人。几乎没有人能说清楚这片地的真正
主人是谁，大家也很少提及这个话题。“这
地方都荒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大家也不知

道要做什么，我们就先种着玩吧。 ”

在这块“无主地”附近还有一两亩“有
主”的菜地。“按地块大小，地势好坏，一块
地一年租金

20

元至
50

元。 ”家就在贸易
广场附近的胡师傅介绍， 从刚退休到现
在，他已经在此租种了十来年菜地了。“这
块地是本地村民自家的菜地，他们不想种
了，就租给我们这些想当‘地主’的人种。

我租了有两三块地， 也不知道有多大面
积，一年

50

元租金，觉得很划算。 ”

因为都是自己吃的菜，因此都没有喷
洒农药，白菜爱生虫，他们就用手一条条
地捉。此外，这里的蔬菜也很少施肥，几乎
都是让蔬菜在田里自然生长。 这种“绿色
种植法”也引来了不少“偷菜”的市民。 偶
尔有人拔一个萝卜，摘几个辣椒，菜农们
对这种小偷行为也并不太在意，“我种菜，

他偷菜，都是好玩，也都无所谓了。 ”胡师
傅用铁锨翻着地乐呵呵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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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齿轮自行车作为一项新兴的单车运动，因其极致简
约的外表和不受束缚的色彩格调，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
追捧和喜爱。图为在秋日的暖阳下，信阳

YHC

俱乐部成员在
师范学院练习平地花式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黄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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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秋凌晨五时许， 当大多数的人还在被窝里享受温暖，

而城市的“美容师”已经早早地起来美化我们的城市环境。图
为昨日中山南路的环卫工正在打扫卫生。

见习记者周亚涛摄

暖阳下的训练

凌晨中的坚守

本报记者黄慧

见习记者熊晓辉周亚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