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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硅化木”

李雷生带“宝”来求助

希望有认识的人给他提供参考
信阳消息（首席记者张继疆）

“记者同志，对着你写的报道，我觉得
我家的这几块木头，非常像传说中的
‘乌木’或是‘硅化木’，请你帮忙给鉴
定一下。 ”日前，市民李雷生带着一份
《信阳晚报》和一个大纸箱来到报社，见
到记者后，他亮出了自己的“宝贝”。

“当时从河底挖出来这个的时
候，黑黢黢的，跟石头一样，我们都不
知道是什么，就拉回家，在太阳底下
晒了几个月，然后找电锯给锯开了，

准备当劈柴烧。 ”李雷生从纸箱中拿
出数块“木材”后对记者说，“看了

11

月
27

日的《信阳晚报》

B4

版上刊登
的《河底挖到宝影友变藏友》这个报
道，周围邻居都说我这很有可能就是
‘乌木’或是‘硅化木’，所以想找你们
认认或帮忙找个专家看。 ”记者注意
到，李雷生所拿出来的“木材”纹理非
常清晰，入手非常沉，与普通木材相
比，要坚硬许多，用手指轻扣，会发出

类似金石之声。

李雷生告诉记者， 他家住在甘
岸，“木材”就是从附近淮河河道中挖
出来的，从小爱好雕刻的他，之前开
过餐馆，在经营时还专门购买了一整
套的雕刻器材做食雕。“除了这几块，

我家剩下的还有一个大树墩，要真的
是‘乌木’或是‘硅化木’，我就把它用
到根雕上，也做出个像样的作品来。”

“看上去像是硅化木， 但是不是
乌木还真不好说。 ”刚好来报社投稿
的河区书法协会的朱其文老师也
是一名收藏爱好者，他在仔细看了李
雷生带来的“木材”之后，对记者说。

究竟这几块“木材”是何天才地宝，希
望有识之士与本报联系，为李雷生提
供参考。

红艳艳香甜甜草莓熟了
市民纷至种植基地采摘果实

信阳消息（记者张勇）冬
日艳阳， 大棚里的草莓长势正
旺，红红的草莓果一排排地挂在
垄边，吸引游人纷至沓来。

昨日，恰逢星期天，河区
十三里桥乡八家畈草莓基地里
游人如织。前来游玩的市民带着
孩子进入草莓大棚，亲手采摘香
甜的果实。

“双休日，带着孩子到近郊，

吃地锅饭， 亲自动手采摘草莓，

让孩子体验田园生活，很好。 ”提
着草莓从大棚里出来的市民刘
先生对记者说。

在草莓基地旁的信应公路
上，记者看到，种植户将采摘的
草莓摆在公路边，鲜红的果实吸
引过往车辆驻足。 “多少钱一
斤？ ”“这种草莓

16

元一斤，这一
种至少

20

元一斤。 ”买和卖的声
音在路边交汇。

“今年冬季天气好， 阳光充
足，所以，草莓长得个头大，口感
好，但是产量不高。每到双休日，草
莓供不应求。 ”种植户张先生说。

据了解，河区十三里桥乡
素有种植草莓的传统，过去都是
露天种植，生长周期长，每年三

四月份才上市。 为增加收入，当
地农民引进新技术，采用大棚种
植，当年

9

月份栽种，

12

月初草
莓就将成熟。

“种植草莓比种粮强多了。

种一亩水稻毛收入也就
1000

多
块钱，而种一亩大棚草莓，少说
也能挣

2

万， 就是种草莓辛苦
些。 ”张先生说。

小草莓带动大产业， 如今，

十三里桥乡不仅成为草莓种植
专业乡， 而且靠草莓种植的拉
动，乡村游、农家乐也成为该乡
的一大特色。

开栏的话
:

微观信阳大事小情，

展现申城无限精彩。 致力于展现信
阳“微生活”，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本
版即日起开设“微信阳”专栏。 不用
Note4

，不用
Plus

，只要你有朋友圈，

只要你能发现任何有关信阳的有
趣、有意思的点滴，都可以直接与我
们联系。

美景、美图、美食，微言、微情、

微信，申城之美汇聚于掌上，大事小
事尽览于目中。我们鼓励原创，我们
支持转发， 我们更加致力于展现每
一个帖子背后的故事。

你还在犹豫什么？拿起手机，快
快加入我们吧！

联系方式：

新浪、腾讯微博
@

信阳晚报社
Email:xywbnews@126.com

Tel:6203145

、

13526070110

草根足球梦

12

月
19

日， 微友
@

钟浩所发
的一组图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在
微信上， 钟浩写道：“二十年可以让
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变成风度翩翩
的弱冠少年， 业余足球队的二十年
更是艰辛与不易， 作为继往开来的
一代我们更要传承好这面信阳足球
的旗帜，将申城之足球发扬光大！ ”

尚未及而立之年的钟浩， 是什么事
情让他一念就是二十年呢？ 答案只
有两个字：“足球”！

“我参加的是申发足球队二十
年队庆，

1994

年
12

月
18

日这个队
成立的时候，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

已是我市一名中学教师的钟浩对记
者说， 如今他已经是这支球队的中
坚力量，“球队有二三十人， 年纪最
大的

60

后，正是当年球队刚组建时
的骨干力量，球队年纪最小的是

90

后，他们是球队的未来。”据了解，作
为业余球队，受制于发展资金不足，

队员们大多都有着自己的工作，教
授、公务员、司机等，比赛时，队员们
在球场上尽情释放梦想的光芒，比
赛后，则回到各自的现实角色，做勤
勉的工作者。据已有统计数据显示，

有至少超过二十支足球队活跃在县
(

区
)

的运动场上。 草根足球、全民参
与， 也许就是信阳足球最为鲜明的
特点，申发、鸿信、火车头，这些信阳
足球圈里耳熟能详的队伍名字，无
疑就是信阳足球的一面面旗帜。

“随着中高考或加入足球测
试分的消息传来， 我们小时候开
始踢球时，被家长视为‘不务正业’

的局面将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改善，

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青少年将‘光
明正大’的参与进来。”刚结束训练，

钟浩对记者说， “现在为了备战
2018

年的省运动会，我正在带信阳
的首支青少年足球队。 无论是校园
足球， 还是草根足球， 只要坚持下
去，也许不用等到下一个二十年，就
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成果。”钟浩对此
踌躇满志。

首席记者张继疆
李雷生向记者展示他的“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