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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区一村民患精神分裂症十多年无钱医治，家庭陷入困境

同姓宗亲两度捐款热心救助

首席记者杨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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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中原曾子文化研究会会长
曾宪付转交宗亲们捐赠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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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行时”系列报道
輥輯訛

科学饮食是一种素养
———关注我市文明餐桌（中）

信阳消息（记者金培满）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餐桌
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养成
科学的饮食习惯也是文明餐
桌的具体体现， 同时还是提
高全民生活质量与身体素质的
基础。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我们
的饮食不分粗细粮， 也不在意
食物的味道， 能够填饱肚子是
第一要务， 有时连最基本的食
品卫生安全也无暇顾及。 “大饥
荒时期， 树皮草根吃完， 吃皮
带，都顾不上卫生安全。那个年
代，吃了不卫生的食物拉肚子、

呕吐甚至中毒的情况是常有的
事。 ”从饥荒年代死里逃生过来
的八旬老人宋大爷如是说。

如果说在物资匮乏年代因
条件限制无法养成科学的饮食
习惯， 那么在物资极为丰富的
今天， 养成科学的饮食习惯已
成为一种素养。 这种素养关乎
物质文化生活的进步， 也关乎
人们的生命健康。

“我所理解的科学饮食习
惯应该是这样，不挑食，荤素搭
配合理，以清淡为主，不暴饮暴
食，饮食规律，按时按点定量，

不能因保持身材或者减肥而过
度节食， 进而有
损身体健康。 ”市
民宋佳讲述她的
看法。

“在公共场
所进餐时， 尽量

使用消毒餐具， 少用一次性餐
具。 在和朋友们共餐时，要多使
用公筷。 这些行为也是养成科
学饮食习惯的类别之一。 ”市民
杨先生对记者说。

在餐桌上的一举一动，日
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不仅是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科学的
饮食习惯的一部分， 也是一种
文明素养的体现， 而且更关乎
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与身体
素质的提升。

曾军（化名）是河区河
港镇黄庙村人， 患有精神分裂
症

14

年， 却因家贫无钱治疗。

近日， 曾氏家族的一位宗亲无
意间了解到曾军的情况， 立即
联系我市中原曾子文化研究会
的部分会员， 自发为曾军捐款
12000

多元现金，帮助曾军解决
目前用药问题。

为避免发病伤人
家人将其限制在家

10

多年
14

年前， 曾军受刺激患上
了精神分裂症。自犯病之后，他
就经常往外跑，几天不回家，在
外面也经常跟人打架。 为了避
免曾军伤人， 家人不得不用铁
链将他锁在家中。

曾军的大哥介绍说， 曾军
曾因精神分裂症两次住进医
院，且都住了一个多月。但因家
庭困难， 没有条件长期住院治
疗。 现在，曾军仍长期吃药，对
家人来讲， 这也是个不小的负
担。因为拒绝吃药，家人每次只
能将药拌饭里给他吃。

曾军并不是这个家庭唯一
不幸的人。他父母都已年迈，父
亲

84

岁，母亲
88

岁，早已失去
了挣钱养家的能力， 目前仍住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的两间
土坯房里。 老母亲一直负责照
料全家衣食问题。

2011

年，她不
小心摔断了一条胳膊， 因年龄
大，治疗不彻底，如今骨头仍旧
错位，活动也受限制。

曾军的大哥是这个家庭的
顶梁柱，但他已经

64

岁。 因为
要常年照看父母和弟弟， 他这
么多年只能留在家里， 守着几
亩茶园过日子。 他的妻子和其
中一个女儿早在

1979

年被淹
死在家门口的水库中， 他已鳏
居

30

多年。 一大家子人，收入
基本靠他， 日子一直过得紧紧
巴巴。

“等我也老了，孩子们都出
去了， 弟弟恐怕就没人照顾
了。 ”曾军的大哥说。

听闻不幸遭遇
同姓宗亲两度伸出援手
曾庆合是一个与曾军同

姓，但不相识的宗亲，在河

港镇做生意。 今年
5

月份，一
个偶然的机会，他到曾军家附
近钓鱼。在与附近居民的聊天
过程中，他得知了曾军家庭的
困难情况。 于是，他立即找到
了曾军的家。 “他们的情况确
实太可怜。 ”曾庆合动了恻隐
之心。

回去之后， 曾庆合将曾军
的情况说给了宗族的几个人
听。 几个人一听，当时就都拿
出了一些现金， 凑了

2000

多
元钱，由曾庆合送到了曾军的
家中。

曾庆合知道，这
2000

多元
钱对于这个家庭的帮助很有
限。 于是，他又联系了我市中原
曾子文化研究会的部分会员，

发动部分曾氏宗亲自发累计捐
出

1

万多元现金， 于
7

月
3

日
送到了曾军家中。

对于宗亲们的帮助， 曾军
88

岁的老母亲老泪纵横， 执意
要给众人做顿饭吃， 但她的好
意被婉拒了。大家走时，这位

88

岁的老人一直向大家作揖致
谢，并不顾大家的劝阻，将大家
送出家门很远。

信阳消息（记者李亚云）“我家的鸡生
了

1

个只有
1

元硬币大小的鸡蛋， 太稀奇
了。 ”昨日，市民周女士向记者反映，自己家
的鸡下了

1

个“迷你鸡蛋”，十分特别。

昨日中午，记者来到周女士家，见到了
这枚“迷你鸡蛋”。 粗略估计，这枚鸡蛋大约
只有正常鸡蛋的十分之一大小。 蛋壳颜色
及光滑程度与普通鸡蛋并无很大差异。 经
过仔细测量，这枚鸡蛋长约

2.8

厘米，宽约
2

厘米。

“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鸡蛋。 ”周女士
说，这只鸡蛋是她

5

日下午在鸡窝发现的。

因为自己家养了好几只鸡，所以也难以辨别
这只特别的小鸡蛋是哪只母鸡所生。

面对这个“迷你鸡蛋”，周女士虽然爱不
释手，但还是有些疑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原因形成的？ 这么小的鸡蛋能吃吗？ ”

“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信阳师
范学院华锐学院理工系生物教研室的邱
渊皓老师在了解情况后表示。 邱渊皓解
释说， 鸡蛋是在母鸡生殖器官内形成而
排出体外的。从成熟的卵子长成鸡蛋，大
概需要

1

昼夜的时间。在此期间，成熟卵
子会依次被分泌的蛋白、蛋壳膜、蛋壳包
裹，最后形成外壳坚固的鸡蛋。而周女士
家的这枚异于正常大小的鸡蛋可能是由
于该母鸡的输卵管发生炎症、 水肿等病
变导致的。

“蛋壳由输卵管的峡部和子宫部形
成， 该母鸡的这些部位可能发生一定的
病变。 另外可能是母鸡受到了外界的刺
激，特别是雨季，容易受到雷电的惊吓，

造成体内排卵回流而出现这种异常鸡
蛋。 ”邱渊皓说。

邱渊皓告诉记者，内外因素都有可能导
致这种异常鸡蛋的产生。 这种鸡蛋虽然不
携带疾病，但最好还是不要食用。 如果这事
只偶尔发生

1

次，那么这只母鸡生的其他鸡
蛋，还是可以正常食用的。

母鸡下了个“迷你蛋”

专家提醒最好不要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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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鸡蛋”与正常鸡蛋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