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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手霜价格差别大

适合肤质的才最好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
李春晓）气温渐冷，天气干
燥，为了避免寒风皴裂双手，

不少市民都会选择使用护手
霜。临近冬季，护手霜开始登
上了热销排行榜， 成为市民
出门的“标配”。 记者走访市
区多家超市和化妆品店发
现，护肤产品消费开始趋热。

昨日， 记者在四一路一
家超市发现， 护手霜等保湿
滋润系列的产品都被放在了
显眼位置。超市销售员李女士
说，每年冬天，护手霜是特别热
销的，因为手是人的第二张脸，

如果手特别干燥粗糙的话，显
得人年龄特别大，所以这个季
节护手霜是卖得最好的。

记者随后走访了多家化
妆品店和超市， 发现护手霜
同样受到市民热捧。 一位正
在化妆品店购买护手霜的彭
小姐告诉记者：“我皮肤比较
干燥， 每年秋冬都会买护手

霜、 唇膏、 润肤露这
3

件东
西。”不过，记者发现，护手霜
的价格是高低不同， 从

3

元
到上百元不等，有特润型、经
典型等。 一些国产品牌的护
手霜价格较为低廉，比如，芦
荟护手霜

4.9

元每支。 相对
而言， 一些国外品牌的护手
霜售价则较高， 有的价位在
98

元每支，价格比普通的护
手霜要高出

30

余倍。

胜利北路步行街附近一
家化妆品店里的销售人员陈
女士告诉记者， 选择护手霜
还得根据个人肤质， 适合自
己的才是最好的。 像冬天这
个季节都会用保湿比较好
的， 如果油性的话选那种控
油补水的， 一般中性肤质选
个保湿的就行。 一般抹到手
上拍的时候感觉不油腻的话
那就说明适合自己的皮肤，

不是说越贵越好， 适合你的
护手霜才是最好的。

天气渐冷围巾上阵

不宜过长勿打死结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
李春晓）“这款围巾有

3

种
戴法， 可以绕成两圈直接套
在脖子上， 可以放到肩膀上
做披肩， 还可从背后绕过来
做马甲。 ”昨日，文化街一家
精品店店主翁女士正向顾客
推销新款围巾， 一边推销一
边做讲解和示范。

近日降温， 不少女士的
脖子上都多了一条围巾，不
仅保暖， 还是服装搭配出彩
的一大亮点。与此同时，围巾
也开始迎来销售旺季， 记者
在街头看到， 不少女孩儿驻
足于精品店前， 选购自己喜
欢的围巾。据了解，今年带有
流苏的方巾大行其道，格子、

字母、 几何图案是方巾的主
角。其价格比较便宜，一般每
条在

20

元左右。长围巾中带
亮丝的款式和粗毛线围巾比
较受欢迎，亮丝围巾偏薄，适
合天气不是很冷时佩戴，而
且颜色比较鲜艳， 能提亮全
身服饰，价格也不高，一般每
条在

30

元左右。毛线围巾之
所以受欢迎， 是因为女孩们
可以买回毛线自己动手织，

15

元一团的毛线基本可以
织一条围巾， 比售价二三十
元一条的围巾要划算得多。

据悉，今年市场上最受欢
迎的围巾是“围脖”，这种没有
开口的毛线圈或带有流苏，或
织得厚重，往往有

3

种以上的
搭配方式，可戴可穿，但不论
哪种佩戴方式， 搭配上一条
“围脖” 都显得很有范儿。 不
过，“围脖” 的价格普遍偏高，

一条价格在
50

元左右。

各式各样的围巾成了天
冷时节为造型加分的时尚利
器， 但长长的围巾挂在脖子
上，其实很容易发生意外。骑
车的时候风一吹， 围巾很容
易被车轮卷进去， 而在乘坐
出租车或者公交车的时候，

如果围巾太长， 上下车的时
候， 也有可能就被车门夹住，

导致危险。 对此，市公安局的
罗警官提醒市民，一定要注意
围巾、丝巾的长度，不要过长。

家长不要给孩子佩戴过长的
围巾，可以把围巾在脖子上多
绕几圈，或者直接把围巾的两
端放进外套里。无论自己开车
还是乘坐他人的车辆，特别是
电动自行车，往往会迎着很大
的风， 一定要将围巾两端塞
进衣服里或进行有效固定，

以防意外发生。 围巾也不要
打死结， 因为一旦出现危险
很难解开。

年少因字结缘 携手行至古稀

昨日上午， 在胜利南路
社区中华胡同内的华信书画
院内，华书洲正挥毫泼墨，老
伴儿郑镇兰在一旁铺纸研
墨，举手投足之间，俩人默契
十足。 年少时， 他们因字结
缘， 志趣相投的他们走到了
一起， 而今他们已都是古稀
之年。 “回首我们相伴走过的
47

年， 是满足的， 更是快乐
的！ ”郑镇兰说。

多少个日日夜夜过去
了， 但回想起两人初识的场
景， 郑镇兰仍记忆犹新。

“

1968

年初，我在淮滨县读高
中， 当时我在一个同学的日
记本上看到一篇文字， 那字
写得出奇好。 ”郑镇兰说，于
是缘分也就这样开始了。 以
“字”牵线，郑镇兰结识了在
淮滨二小工作的华书洲。

“刚相识，我觉得他老实、

本分。 于是我们就做了朋友，

互相写字给对方看，当时我们
都很欣赏对方。”郑镇兰说。看
到郑镇兰与华书洲越走越近，

同学们都替她着急，因为华书
洲家里的穷是远近闻名的。

3

间低矮的土坯房，支锅、栓牛、

还住着一家
7

口人。

“穷咱不怕，华书洲人品
好，有才能，你跟着他就算要
饭也心安。 ”郑镇兰的哥哥在
经过各方考察后， 毅然鼓励
妹妹嫁给华书洲。 父母去世
早， 郑镇兰最听哥哥的话。

1968

年
12

月
25

日， 郑镇兰
背着一个黄背包， 装了两件
换洗衣服，在华书洲一位同事

的陪伴下来到了华家。低矮的
土坯房前， 摆上两桌便饭，宴
请了几个亲朋，俩人就算结婚
了。 “没有一分钱彩礼，新婚唯
一一样像样的东西就是大嫂
从自家被子上揭下来的一个
被面儿。 ”华书洲说。

“当时我们对物质基本
没什么要求， 但我们对精神
要求很高。 ”郑镇兰说，婚后
俩人都在农村学校教书，生
活虽然十分清贫， 但每天都
很快乐。 笛子、二胡、古琴，吹
拉弹唱俩人样样精通， 于是
学校老师和当地村民就成了
他们的“粉丝”。 每到农忙时
节，学校老师都回家务农，夫
妻二人就承担起学校全部的
课程。

当时华书洲在公社的中
学担任校长， 学校是一间旧
庙改造的，教室不够用，于是
华书洲就带着学生一边上
课，一边开荒种植洋麻，为建
新学校筹集资金。 “那时候他
没日没夜地干活， 每次回来
都是胡子长得很长， 一件绿
大衣也破烂不堪， 像极了牧
羊的苏武！ ”提起往事，郑镇
兰忍不住笑了。 “她很理解、

支持我， 对自己的工作要求
也很高， 家里的老人和一双
儿女她都照顾得很好。 ”

对于妻子，华书洲心底是
满满的感激。

夫妻二人携手并进，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
出了一番成绩。在教育战
线上，二人连续多年被评

为“先进工作者” “优秀党
员”。 数十年的教学生涯里，

俩人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
批的人才。

华书洲说，退休后俩人总
想为社会再发挥点余热，于是
他们自费建成华信书画院。墨
香四溢的书画院内，夫妻二人
以书画会友人， 闲时抚琴吹
笛。 “我们俩一辈子志同道合，

年轻时她是最好的战友，现在
她是最好的老伴儿！ ”华书洲
说道。

主角：华书洲 郑镇兰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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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婚话：有你，此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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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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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征集
来吧，晒出您家的

结婚照
“秀婚照晒幸福”。 只

要您的故事能给人以温暖，

只要您的家风家教能给人以
启迪，只要您的奋斗经历能
给人以力量，都可以给我们
讲一讲。

征集方式：

1.

邮箱投稿：来稿（含结
婚照及相关故事）请发送至
xywbnews@126.com

，记得留
下你的联系方式。

2.

拨打本报热线：

13526070110

，我们愿意聆听
您照片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