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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市民，也可安排专业人员上门征集！

活动日期：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6

日
活动时间：早上

8

：

00-

下午
6

：

00

活动地址：信阳市新华路与中山街交汇口良友宾馆
五楼

3508

贵宾室
乘车路线：

7

路、

9

路、

18

路、

25

路到千盛百货下车
咨询电话：15811353386（刘先生）

53度茅台酒回购价格表
年份价格
2017 1000

元
/

瓶
2016 1050

元
/

瓶
2015 1100

元
/

瓶
2014 1150

元
/

瓶
2013 1250

元
/

瓶
2012 1300

元
/

瓶
2011 1350

元
/

瓶
2010 1400

元
/

瓶
2009 1450

元
/

瓶
2008 1550

元
/

瓶
2007 1650

元
/

瓶
2006 1750

元
/

瓶
2005 1850

元
/

瓶
2004 2000

元
/

瓶
2003 2100

元
/

瓶
2002 2300

元
/

瓶
2001 2700

元
/

瓶
2000 3100

元
/

瓶
1999 3500

元
/

瓶
1998 3600

元
/

瓶
1997 3900

元
/

瓶

1996 4300

元
/

瓶
1995 5800

元
/

瓶
1994 5900

元
/

瓶
1993 6200

元
/

瓶
1992 6300

元
/

瓶
1991 6500

元
/

瓶
1990 7500

元
/

瓶
1989 7700

元
/

瓶
1988 7900

元
/

瓶
1987 8500

元
/

瓶
1986 1.15

万元
/

瓶
1985 1.2

万元
/

瓶
1984 1.25

万元
/

瓶
1983 1.3

万元
/

瓶
1982 1.35

万元
/

瓶
1981 1.4

万元
/

瓶
1980 1.5

万元
/

瓶
1979 1.5-2

万元
/

瓶
1978 2-2.2

万元
/

瓶
1977 2-3

万元
/

瓶
1976 2.5-3.5

万元
/

瓶
1975 3-5

万元
/

瓶

北京老酒鉴定协会
斥巨资收购贵州茅台酒
征集1953-2017年新老贵州茅台酒
及2000年以前各种高度陈年老酒、新老阿胶

此次活动现场免费鉴定，现场变现，量大可免费接
送，希望家里有老酒、老阿胶的市民及收藏家不要错过
机会，积极参与，此次老酒征集活动为

10

天。 根据老酒
的年份，品相不同，给出评定，另收冬虫夏草，牛黄丸。

以下均要求全品相不跑酒

1974

至
1953

年贵州茅台酒
4-280

万元以上每瓶

家庭和睦后辈孝顺

百岁老人范秀英的幸福晚年

“来客人了啊！ ”见记者进
来，

1915

年出生的范秀英老人
赶紧让儿媳妇给记者倒茶、递
烟。见到记者要拍照，这位百岁
老人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
出一个“

V

”形手势。 近期，这位
百岁老人的家庭正准备参加河
南省首届文明家庭评选。 如此
开朗幽默的百岁老人到底有什
么幸福秘诀呢？

精神矍铄
胃口好，喜欢纳鞋垫

范秀英的床头有一台电视
机，见到她时，老太太正津津有
味地看着关于党的十九大的节
目。 “别看她年纪大，也是个夜
猫子类型的， 基本上每天晚上
10

点之后才睡，早上
7

点多起
床。”二儿媳妇王正秀因为常年
照顾老人， 非常熟悉老太太的
作息规律。

老人牙齿不好，但胃口不错，

每天要吃好几顿饭，喜欢吃糖，每
个月得几斤白糖，甚至还抽烟，还
喜欢纳鞋垫，经常拿来送人。

太阳出来了， 王正秀将老
人扶出来晒太阳。随后，老人把
没纳完的鞋垫拿出来， 她要练
练手工。将鞋垫拿到手后，老太
太不用戴眼镜， 一针一线开始
做起了针线活，针脚密密麻麻、

整齐有序。 “你们看，这些都是
她纳的。 ”说着，孙女刘心林又
将老太太纳好的鞋垫拿了出
来，摆了整整一张桌子。

关于范秀英的长寿秘诀，

二儿子刘忠太介绍， 老人年轻
时就不喜欢吃蔬菜和豆腐，喜
欢吃肉和白水鸡蛋， 随着年龄
渐长，更喜欢吃五花肉、鸡蛋、

喝牛奶了，“她吃鸡蛋， 原来每
天得

6

个，后来少了点，但每天
也得

4

个，老人还喜欢吃糖，每
个月得几斤白糖。 ”

老人有些口齿不清， 但脑
子不糊涂。“家里大大小小孩子
的生日，她都要提前过问。前几
天我生病， 她还问我是不是去
打针了。 ”王正秀说。

家庭和睦
五世同堂，大家庭

79

口人
“我们家现在有

79

口人，

五世同堂， 很和睦， 再过段时
间，又有一个小宝宝要出生，那
时候就

80

人了！ ”刘忠太高兴
地说。 在这个大家庭里，有

13

个人当过兵，家庭成员有警察，

有教师，有公务员，有农技师，

有农民，有学生。 虽然人口多，

但和睦、互助、孝顺的家风一直
在这个家庭传承。

老人跟二儿子和儿媳妇一

起生活， 他们对老人照顾很细
心。 据家人介绍，自王正秀嫁
进家门之后，老人就很少下地
干活。 刘心林回忆说，在她的
印象中，奶奶下地干活的时候
不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
家都靠工分生活的时候，爸爸
常年在外修建水库，妈妈上班
挣工分，大家共同维持了这个
家庭。 “老人想干啥就让她干
啥， 想吃啥我就给她做啥，想
要啥我就给她买啥，她是我们
家的宝！ ”

几十年的照顾，孝顺的家
风在孩子们身上起到了潜移默
化的作用。每逢过生日，孩子们
都从各地赶回来， 为老太太庆
祝生日；每逢家里有大事，大家
都聚在一起商量， 刘忠太的儿
媳妇嫁进家门

30

多年，从未与
公婆红过脸。

范秀英和睦的家庭得到了
大家的认可。提起她，街坊邻居
无不称赞老人有福气。 她家的
大门上，“好媳妇示范户”“平安
家庭”等奖章就是最好的佐证。

如今， 老人的家庭正作为河
区的代表， 准备参评我省首届
文明家庭评选呢！

▲

老人晒太阳纳鞋底

王正秀帮范秀英穿衣服
本报记者杨长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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