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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退休职工焦东亮从
创刊开始收集《信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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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一期不落

是一种习惯

更是一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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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 如果能陪伴自己
20

多
年，那么这个朋友将是挚友。对于焦东亮
来说，《信阳晚报》 就是他的挚友。 从
1988

年《信阳晚报》前身《申城晚报》创
刊开始， 焦东亮便开始了收集本报的历
程，

20

多年从未间断。

焦东亮是市邮局的一位退休职工，

1988

年，他在邮局负责发行工作，当年
10

月
10

日，《申城晚报》创刊了。 “这是
个不错的收藏机会！ ”焦东亮这样想，也
开始这样做。

“最开始，晚报是每周一期，每期
4

版，一年才合订成一本。 后来随着晚报
出版频率和版面的增加， 合订本也在
增多，一年合订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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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个月的
厚度比原来一年的都要厚。 ” 焦东亮
说。在他们家的书柜上，记者看到，《申
城晚报》的合订本和《信阳晚报》的合
订本，占据了两大书柜。 他还介绍道，

当时他收藏了《人民文学》《信阳报》

（《信阳日报》前身）《信阳广电报》（《信
阳周报》前身）等报纸杂志。 不过由于
当时家里面积小，又因为搬家等原因，

《人民文学》 送给了固始县的一位农
民，其他两种报纸则没有继续收藏，唯
独晚报他一直坚持收藏了下来。

焦东亮收藏的晚报很全， 全到什
么程度呢？ 本报社有资料室，资料室中
存放有历年的合订本， 由于几次报社
搬迁及其他原因，本报由《申城晚报》

改名《信阳晚报》的那一本合订本找不
到了， 但记者在焦东亮家里找到了这
本合订本。 这也让焦东亮很高兴，他也
表示，如果查阅资料，随时欢迎，但恕
不外借。

焦东亮精神很好，思维敏捷，动作
迅速，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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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他不仅爱好冬泳，

也是个“摩友”。但是，他的心脏却不太
好， 做过几次搭桥手术， 医生让他静
养，不要冬泳，但他做不到。他说，现在
他一直在操心所收藏晚报的去处，他
在北京工作的侄女建议他捐给北京的
图书馆，但他更想捐给本地的图书馆。

他打算等过几年自己干不动的时候，

就捐出去。

货源充足品种增多
我市水果价格“低头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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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周静尚青
云）近日天气渐暖，新季水果也开始集中上
市。 记者走访发现，各种水果的价格相比前
段时间出现回落。

“草莓多少钱一斤？ ”“

4.5

元一公斤，买
一点吧。 ”在市区一水果摊点前，面对记者
的询问摊主笑着回答。

据这位姓李的女摊主介绍， 过年时草
莓的价钱是

10

元
/

公斤， 现在便宜了许多。

红提价钱最高的时候达到
15

元
/

公斤，现在
价格下跌到

8.5

元
/

公斤。 “最近水果价格都
没那么贵了，买水果的人也多了。 ”李女士
笑容满满。

据市商务局生活必需品监测系统数据

显示，进入
3

月以来，我市水果价格连续小
幅下跌，水果价格较春节前回落明显，平均
跌幅

9.55%

。

2

月
28

日，我市水果市场批发
均价为

5.7

元
/

公斤，到
3

月
14

日，我市市
场水果批发均价则为

4.65

元
/

公斤，环比跌
幅达

14.36%

。

据市商务局人士分析，成本下降、气候
因素、库存偏大、货源集中等是我市水果价
格出现下跌的主要原因。 该人士说，春节过
后， 上市水果在外包装及运费方面恢复常
态，水果附加成本下降，一些时令水果例如
香蕉、葡萄等不易保鲜，水果零售商为尽快
出手，在售价上略有放松。 水果品种中的苹
果、柑橘库存偏大，商家有危机感，为避免库

存积压，这些水果目前只能低价售卖。加上
3

月中旬以来， 部分品种时令水果大量上市，

极大地冲击了水果市场， 市场货源充足，价
格下跌成必然。

该人士预计， 后期我市各类时令鲜果
还会源源不断涌入市场。 春季水果如樱桃、

菠萝、芒果、草莓等的大量上市，水果市场
将刮起一阵“喜新厌旧”风，价格也将出现
“两极分化”，新上市的水果价格高，但一些
常规水果如苹果等价格将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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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河南鑫洋实业有限公司、行知塾（信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信阳恒兴
伟业商贸有限公司、信阳户外爱心驴友、新天地迪欧咖啡的爱心人士，来到商城县苏
仙石乡东河村小学，为该校小学生捐赠书包、文具、牛奶等学习和生活物品。图为爱心
志愿者给孩子们发放书包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张勇实习生陈革荣摄

公婆相继重病照料无怨无悔

好儿媳周红霞，提起她左邻右舍都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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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周红霞， 河区十三里桥乡强湾
村的人未必知道是谁，可是说起“少妮儿”

这个名字，这个村几乎无人不知。少妮儿无
怨无悔照顾卧病在床的公公婆婆的事迹早
已在这里传开，这位身高

155

厘米、体重
38

公斤的瘦弱女子让村里人记住了她强大的
人格力量。

2012

年
4

月， 少妮儿的婆婆陈金娥因
患乳腺癌做了手术。手术之后，陈金娥的身
体依然虚弱。去年

4

月，她的公公强运忠则
因中风而偏瘫在床， 家里的病人一下子变
成了两个。原先，公公还能照顾婆婆，现在，

公公也需要人照顾了。 因为老公在外做零
工挣钱养家，于是，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便
落在少妮儿身上。

“最开始的时候，公公的情况还好，虽
然不能走路， 但还能坐起来， 手臂还能活
动，也能自己吃饭。但在去年农历十月的时
候，公公的病情恶化，连坐起来都困难，更
别说吃饭了。 ”少妮儿回忆道。 由于生活不
能自理，每天三顿饭都要喂他吃，有时候公
公大小便失禁，她还要为公公擦洗。少妮儿
的邻居冯霞告诉记者， 有几次她去少妮儿
家的时候， 都看到少妮儿给公公洗了一大
盆黄水， 也有几次她帮少妮儿将摔在地上
的公公抬到床上。公公病情严重的时候，她
每顿饭都要将体重

70

多公斤的公公扶起

来，喂饭。 冯霞还告诉记者，少妮儿家里两
个孩子， 家庭条件也不太好， 在这种情况
下，婆婆做手术的时候，她还是毫不犹豫地
拿出了

1

万多元给婆婆治病。

公公的病情恶化， 婆婆的情况同样很
是不好。为了照顾婆婆，少妮儿和丈夫强文
学商量之后，与婆婆睡在一起。 “最开始的
一个星期，婆婆每天夜里都要起床五六次，

她起来我也要跟着起来，后来她看我辛苦，

每天夜里睡觉前尽量少喝水，尽管这样，她
每夜还是要起床三四次。 ”

“虽然我们不常去她家，可是我们都知
道，她每天都在围着公公婆婆转。 ”同村的
曾凡霞告诉记者。

今年
2

月
6

日和
3

月
19

日，少妮儿的
婆婆和公公相继离开人世， 少妮儿也不用
再照顾公婆了。不过，几年来，她无怨无悔、

始终如一照顾公婆的事迹被村里人传开。

“不说别的，我觉得整个强湾村是找不出第
二个这样的儿媳妇了！ ”该村开超市的老板
娘朱忠霞说。 图为周红霞（左）拿出刚刚去
世的婆婆的照片给大家看。

爱心献给山里的学生

本报记者曾宪科杨长喜

本报记者杨长喜实习生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