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仁爱妇科医院
港式妇科好而不贵
健康热线：

0376-6590888

地址：信阳市工区路六里棚
110

号
（第十中学对面、高压开关总厂旁）

（豫）医广（

2011

）第
09-05-326

号

美化环境增添春意
小型绿色盆栽走俏花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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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晚报》是一张知识性、娱乐性和
服务性很强的都市报。 为让晚报报道的内
容更鲜活，更能贴近民众，现面向全市招
聘老年记者若干名。只要您有一定的写作基
础，只要您热心于新闻工作，只要您自费订阅
一份《信阳晚报》，您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年记
者，您就可以享受到从事新闻工作的乐趣。

如果被我们聘为老年记者，我们将给
您办理相关的证件，您就可以从事采访活
动了， 您就可以采访记录您身边的人和

事。

老年是迟开的花，老年是天边的霞。 可能
您人生中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 不要紧，加
盟我们的团队， 我们会让迟开的花更娇艳，

让天边的霞更绚烂！

真诚欢迎您的加盟！

报名热线：

6207618 13837666109

联系人：张勇
报名地址：信阳市中山南路信阳日报

社办公楼三楼
302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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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许多家长都在为自己孩子的
写作能力发愁， 他们到处补课却鲜见成
效。 提高孩子的写作水平，关键是要培养
孩子的写作兴趣， 激发他们的写作潜能。

如果哪一天，您孩子的一篇习作能发表在
报纸上，这无疑会大大激发您孩子的写作
热情和写作兴趣。 现在《信阳晚报》就给您
和您的孩子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只要您订
一份《信阳晚报》，您的孩子就可以成为我
们的小记者，我们除在节假日组织小记者

开展活动外，还开办了萌芽专版，专门刊登
中小学生的习作。 我们除优先发表小记者们
的习作外， 还对他们的写作进行一定的指导。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小记者们的写作水平会
不断提高，并从此踏上文学圆梦之旅。

为了孩子，敬请加盟！

报名热线：

6207618 13837666109

联系人：张勇
报名地址：信阳市中山南路信阳日报社办

公楼三楼
302

房间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小记者 信阳晚报社招聘老年记者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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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吴楠）近期，虽然我市气温
忽高忽低， 但是各种各样的小型绿色盆栽丝毫没有受
到影响，成了广大市民的宠儿。无论是在各大花市还是
街头巷尾的小摊上， 总会有不少市民在精心挑选自己
喜欢的形态各异的小型绿色盆栽，仙人球、绿萝、长寿
花等抗辐射小型盆栽花成为他们的首选。

昨日，记者在我市某一花市看到，各式各样的小型
盆栽色彩鲜艳、造型各异，有吊兰、绿萝、风信子、仙人
球、芦荟等几十个品种，价钱也不贵，吸引了不少市民争
相购买。 正在挑选吊兰的任女士开心地说道：“春天来了，在
家里的阳台上、客厅里放些绿色的小植物，能增添不少生
机。 加上最近家里刚装修完，听说吊兰能够吸收甲醛、

净化空气，用水养起来也好看，就特意过来挑两盆。 ”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今年像绿萝、仙人球这样简单
易养的小型盆栽是很多花摊上的主打品种。 体彩广场
附近一卖花摊主告诉记者， 这些抗辐射的小型盆栽卖

得很火，尤其受上班族的欢迎。 “每天基本上都能卖出
去

20

多盆，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来买。 ”该摊主一边帮客
人移植一盆芦荟一边向记者介绍。 在与这位摊主的聊
天中，记者了解到，他摊位上的小盆栽每盆

5～15

元，如
果市民连花盆一起购买，差不多能卖到

10～30

元。记者
在现场发现，在短短的

10

多分钟内，该摊主就已经卖
出去

5

盆小型绿色盆栽。

蹲在一种名叫“碧玉”的绿色小盆栽前仔细挑选的
小胡告诉记者：“春天来了，气温渐渐回升，植物比较好
养，买些绿色植物放在办公室里，不仅能够防辐射，还
能为办公室增添一抹绿意，增加一丝生机与活力。 ”此
外，小胡还说，每到春天，她的朋友就经常买些小型绿
色盆栽来美化办公室和家里的环境。

据了解，绿色小盆栽因为易于养护、造型精美，同
时又兼具净化空气、防辐射的功能，受到了很多市民
的青睐。

57岁南阳老人外出打工拾金不昧

三地市合力寻找信阳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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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张勇）拾到物
品，久等无果，焦急之中，

57

岁的南
阳老人魏相策在平顶山通过其在南
阳工作的儿子致电本报寻求帮助，希
望能与失主户籍所在地的信阳商城
公安部门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帮忙寻
找失主。

20

日中午，商城公安部门经
过多方努力终于找到失主的家人，帮
助老人与失主取得了联系。

20

日
8

时许， 本报新闻热线接
到一位南阳小伙子的电话，称自己的
父亲魏相策在平顶山打工，一大早在
去买早点的路上捡到一个手提包，包
内有现金若干以及银行卡、身份证等

物品，身份证上的信息显示失主为信
阳商城人，他希望通过本报与商城县
公安部门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帮忙寻
找失主，以便父亲归还捡到的物品。

本报记者随后致电魏相策老人
了解详细情况。 据魏相策老人介绍，

自己今年
57

岁，为南阳市淅川县人，

目前在平顶山一建筑工地打工，在去
买早点的路上捡到了一个手提包，他
在原地久等不见失主回来寻找，于是
打开手提包寻找失主线索，包内身份
证上的信息显示失主为信阳商城人，

并有名字和家庭住址。由于年纪较大
不知道应该如何通过身份证上的线

索寻找失主，只好让在南阳工作的儿
子帮忙寻找。

了解到事情的详细经过后，本报
记者电话联系商城警方寻求帮助。商
城警方闻警而动，通过记者提供的身
份证住址进行户籍查询，核实失主的
身份及家庭成员，然后经由派出所社
区民警上门查找失主的家人，最后在
当地居委会的帮助下顺利找到了失
主黄先生的家人。在确认黄先生就是
丢包失主后，商城警方将黄先生的联
系方式提供给了魏相策老人。 目前，

魏相策老人已经与黄先生取得了联
系。

世界儿歌日：

孩子们都在唱些什么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王洋）昨日是“世界儿歌日”，记者走访
市区超市的音像专区发现， 能提供给儿童听的音乐不仅老旧，而
且少之又少，有的甚至用与年龄不符的流行歌曲来代替，情况令
人担忧。

现状调查：儿歌不够流行歌曲来充数
在一家超市的音像专区，记者发现，明星音乐专辑占去了半

壁江山，能与之抗衡的就是诸如《全能小天才》、《早教革命》、《数
学不用学》等关于应试教育内容的大碟，而关于儿歌的部分屈指
可数，并且被摆在了角落里。 记者随手拿起一张，《数鸭子》、《两只
老虎》、《读书郎》、《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都是数十年如一
日堪称“经典”的老儿歌，新儿歌几乎觅不到踪影，好不容易发现
了一张以童星林妙可做代言的歌碟， 拿起来才发现也不过是噱
头，新歌只有两三首，传唱度不高，其他的都是老歌了。

正在音像专区为孩子选购歌碟的家长宋先生， 浏览了几遍，

不禁叹息道：“我小时候唱的就是这些歌，现在还是这些，几十年
都没有什么变化。 现在的孩子连一分钱都没见过，哼的还是‘我在
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

让人更为担忧的是， 在一些音像超市出售的儿童大碟里，老
歌凑不够的， 就用流行歌曲来充数，《青苹果乐园》、《套马杆的汉
子》、《好运来》……几乎都是与年龄不符的歌曲。 “我儿子今年才

6

岁，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哼几句伍佰的‘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
杯’。 这既让人觉得可笑，又让人担心，这么小的孩子就和酒沾上
边，感觉很不好。 ”市民井女士说。

音像超市：儿童歌曲不好卖
在音像超市内，记者看到，和更新快、数量多的流行歌曲相

比，不少儿歌大碟封面已经老旧，有的被贴上了促销的标签，但是
问津者寥寥无几。 记者询问为什么不及时更新时，售货员摇摇头，

表示这些不好卖，现在的家长都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谁还
有时间听儿歌。 他拿起《儿童英语速学》、《珠心算》之类的大碟，告
诉记者：“这些才畅销。 ”

家长和教师：儿歌也应该与时俱进
针对音像经营者的说法， 一些家长和老师表达了不同的看

法。 市民高女士说：“不是我们不买，而是每逛一次，都是那些歌
曲，只不过是出版社、专辑名不一样，连我家那么小的孩子都觉得
过时了。 如果有朗朗上口的新歌，肯定会买的。 ”

市区一小学的张老师也表示，近些年，儿歌出现断层现象，无
论是音乐课本还是儿歌大碟，唱来唱去几十年不变，供孩子选择
的余地太小，儿童唱成人歌曲就说明了这个现象。 现在不少孩子
早熟跟这个可以说不无关系， 时间长了肯定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孩子的需求、爱好也不一样，就应该创作出与
这个时代孩子特点相符的新儿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