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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全市新闻工作者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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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秋高气爽、艳
阳高照，河再现秋日美
景，岸边聚集了很多老年
垂钓爱好者，他们尽情挥
竿享受垂钓乐趣。 正在钓
鱼的黄大爷告诉记者：

“虽然现在天气渐渐变
冷，钓的鱼少了，但是一
边钓鱼， 一边晒太阳，享
受生活才是最大的乐
趣。 ”

见习记者熊晓辉摄

无意间结缘成铁杆粉丝

读者老侯：我和《信阳晚报》有个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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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是你们《信阳晚报》的铁杆粉丝啊！ ”昨日下午，在
银珠广场前的空地上，侯松亭老人早早地等候在此，一见到
记者，就热情地迎了上来，向记者讲叙起了他与《信阳晚报》

的缘分。

说起与《信阳晚报》结缘的过程，老人讲述得有点儿像谈
恋爱，“相见恨晚，却也是一见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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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明港信钢钢
铁公司退休的老侯和老伴儿一起搬到了市内居住，一次他去
医院看牙科，由于病人较多，闲来无事的老侯随手拿了一份
桌上的《信阳晚报》读了起来，灵活的版面、丰富的内容立刻
吸引住了他。 “平时看病等候的焦躁感在快乐的阅读中一扫
而光，感觉那天时间过得真快。 ”说到这儿，老侯脸上露出了
笑容，仿佛与《信阳晚报》进行了一次甜蜜的约会。

正是那次阅读，细心的老侯把《信阳晚报》的订阅方式记
录了下来，从此阅读《信阳晚报》成了老侯退休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在老侯家里，记者看到了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信
阳晚报》，足足有一米多高。 老侯说这些都是他的宝贝，见证
了他与《信阳晚报》的缘分。

而最让老侯骄傲的是他作为《信阳晚报》首批老年记者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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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在《信阳晚报》上发表过的文章。 这些都
被老侯装订得整整齐齐，没事儿就拿出来读一读。 他告诉记
者，自己很喜欢文学，平日里也会写点文章，但是一直没有展
示的机会和平台，“没想到老了还能成为《信阳晚报》的老年
记者。别的报纸都是招年轻人、实习生，《信阳晚报》却给了我
们老年人展示的舞台和平台” 。 老侯时刻牢记自己作为《信
阳晚报》老年记者的身份，没事儿就留意着周围有什么题材，

琢磨着写点文章。 “我还记得第一篇在《信阳晚报》上发表的
文章是关于春节晚会的，是一首诗，虽然字不多，但是看着铅
印的文字，当时心里别提多高兴、多激动了。 ”老侯说道。

老侯说，喝二两酒后似醉非醉的状态，最有灵感，能写出
满意的文章，酒醒后再酝酿、润色。“不过话虽如此，能够发表
出来也有《信阳晚报》编辑很大的功劳，鲜活的场景付诸文字
有很大的困难， 编辑们不厌其烦地给我修改， 这让我很感
动。 ”聊着聊着，老侯又忍不住说起了《信阳晚报》的好。

临别之际， 老侯和记者聊起了刚刚改版后的《信阳晚
报》，让他很高兴的是版面更新颖了，信息也更丰富、更贴近
民生了。 “既与《信阳晚报》结缘，我就会一直做一位忠实读
者，继续关注《信阳晚报》。 ”秋风袭人，老侯的话让记者感受
到了阵阵暖意和前进的动力。

四季金银花

你见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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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熊晓辉）昨日，家住河区五
星社区的李女士拨打本报热线称， 在她家门口有一株金
银花，一年四季都开花，时下正在盛开。深秋时节，金银花
还在开花？ 为此，记者前往一探究竟。

记者来到李女士居住的小区，在李女士的家门口，果
然有一株长得十分茂盛的金银花， 花藤顺着一棵柏树向
上爬了三四米高， 在枝条顶端浓密的叶子中一簇簇金银
花正在盛开，黄白绿三色相间，甚是好看。 在万物开始萧
条的深秋季节，这株盛开的金银花显得尤其惹眼，引来不
少路人驻足观看。

李女士告诉记者， 这株金银花是该小区一居民六七
年前种下的， 平时并没有人特意照料， 却无心插柳柳成
荫，它一直长得很好。

据悉，金银花因为花朵有黄色和白色两种颜色，因此
又名“二花”，一般来说，都是四五月份开花，花期至

7

月
份结束。但是现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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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了，这株金银花仍在开花，并
且李女士说隆冬季节它也依然开放，这着实让人费解。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 这株金银花属于人工培
育的一个金银花新品种，因为四季都开花，所以叫做四季
金银花。 这种金银花属忍冬科，生长时间长（每年

3

月至
10

月），花期休眠时间短，一年四季基本不落叶，与普通
的金银花不同， 四季金银花改变了普通品种藤本匍匐在
地的特性，直立成树形，苗体粗壮，寿命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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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因为
生长稳定、花期较长，四季金银花属于药用价值极高和经
济效益极好的优良品种。

天冷皮肤干护手有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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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我市天气寒冷，空气干燥，手上倒刺、干
裂、死皮困扰着许多人。其实，只要注意护理手部，还你一
双嫩白的双手是很容易做到的。

秋季手部干燥， 不少人的手会有干裂、 长倒刺的现
象，很不舒服。 市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科医生建议，洗完澡
后，可用去死皮的喱水去除手上多余的死皮，轻轻按摩
整个手掌及手腕， 尤其是指甲周围容易产生硬皮及倒刺
的部位。 或使用护手按摩膏坚持每天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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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左右，

直至手背充分吸收为止。 还可以使用手膜在手上敷半个
小时，但一定套上保鲜袋，戴上棉手套，这样能使双手在
与空气隔离的情况下，彻底吸收手膜中的滋润美白成分，

最后要涂上护手霜。 护手霜尽量选择含有维生素及蛋白
质的产品， 这类产品能加强润泽肌肤， 促进细胞新陈代
谢，迅速改善皮肤弹性，令皮肤柔软润泽。使用时，将产品
均匀涂抹在手背上，轻柔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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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直至吸收。

女士尽量减少涂抹指甲油，平时想保持指甲靓丽的话可
以涂一些亮甲的底油，平时在饮食上多多摄入薏米仁之类的
食物，以加强指甲的坚固，少一些倒刺的生长。 （刘春正）

12家违法销售药品网站被曝光

网络购药看似很方便实则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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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药店是继传统医院、 传统药
店之后的新兴药品销售点。 网购药品
不仅便宜，还不用出门，这两个优势造
就了网络药店生意的火爆。 不过，生意
的火爆也滋生出不少混乱现象， 比如
国家明令禁止处方药在网上销售，但
一些网站仍然在售卖且种类繁多。 近
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便曝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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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涉嫌违法网上售药的网站。

据悉，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在监督检查中发现， 这些网站伪造或

假冒开办单位，发布虚假信息，严重危
害公众用药安全。 经核实，这些违法网
站通过使用绝对化、承诺性的语言，对
产品功效进行虚假宣传。 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已依法将违法网站移送
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据周口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互联网向个人销售药品， 必须经过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 取得互联
网药品交易服务机构资格证书， 网站首
页显著位置必须标明互联网药品交易服

务机构资格证书编号。 未经批准进行网
上销售药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市民应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药品。

“网络购药看上去很方便，实际上
存在很大的风险，一旦出事很难调查
取证，市民维权困难。 ”这位负责人
说，“首先药品真伪无法辨别，其次网
络购药很难做到对症下药，这都存在
着很大的风险。 因此，市民还是尽可
能地到医院或者身边的正规药店去
买药。 ” （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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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王洋马依钒

享受垂钓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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