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南湖路上
六对乘坐三轮车赶赴

婚礼现场的新人引起

了广大市民的关注 。
大家纷纷对这种简约

而又不失意义的接亲

方式点赞称道。
本报记者

张方志 摄

失信人百般逃债
“拒执罪”力促执行

信阳消息（李 艳）2016 年 5 月，岳某因做生意，急
需资金周转，向张某借款 65000 元。到期后经张某多次
催要，岳某未能偿还借款，引起纠纷。 2017 年 12 月，经
新县人民法院判决： 岳某于判决生效后偿还张某借款
65000 元。

2018 年 1 月，张某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8 年
2 月 22 日，执行干警多方查找到岳某后，向岳某送达
了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及财产申报表。岳某申报其
无其他财产，仅在郑州有房屋一套，是他父亲购买的，
仅仅是挂在他名下，但并不归他所有。执行干警让他回
家想办法凑钱，谁知岳某一去不返。

2018年 5月 25日，经申请人张某提供线索，执行干警
找到了岳某，并将其带回法院，经过询问，得知上次申报财产
属于虚假申报。 岳某构成拒执罪，被司法拘留十五日。

在拘留到第 13 日时， 岳某仍旧没有拿出一分钱，
通知其亲属，却没有人来看他，也没有人想办法送钱。
于是在岳某被拘留的第 14 日， 张某向法院提起自诉，
要求追究岳某刑事责任， 刑事庭立即向岳某送达了控
告状及自诉状，岳某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民事案件却变
成了刑事案件，迫于压力，岳某当即联系家属，于次日
凑齐全部钱款交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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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利用“迷魂香”入室盗窃？

记者求证：警方没接到此类报警

给您提醒

信阳消息（记者 张方志）近
日，一条微信在很多市民的朋友
圈热传， 这条微信的大致内容
为：当天下午 1 时许，某小区一
住户的男主人正在洗碗，突然听
到门外有人敲门。男主人开门一
看，发现是一位陌生人，就立即
将门关上了。但是从门被打开的
缝隙内却传来了陌生人身上特

别浓烈的香气，男主人闻到后随
即出现头晕和恶心的现象。

因为微信内容是用第一人

称反映出来的，且有事情发生时
的小区位置，甚至还透露了当事
人的部分信息，不少市民对此深
信不疑。 “太恐怖了，这和微信上
拍的关于利用‘迷魂香’入室盗
窃的短视频简直是如出一辙，没
想到会发生在我们身边。希望大
家注意，特别是老人独住一定要
提高警惕。 ”有市民在微信朋友

圈中如此提醒道。
由于没能联系上当事人，所

以对于此事的真伪，记者无从辨
别。近日，记者针对此事采访了信
阳 110专业勤务队二中队的民警
王新国。王新国表示，他们从未接
到过关于此类事件的报案。“仅从
这件事上来说， 由于当事人没有
报案，我们没能到现场进行调查，
所以也难辨真伪。 ”王新国说，“不
过，关于利用‘迷魂香’实施入室
盗窃的报案， 我们目前还没有接
到过。 且我国很多地区的警方曾
对利用‘迷魂香’实施入室盗窃的
事件进行过辟谣。 所以说，大家
对此没必要恐慌。 ”

王新国告诉记者，虽然此事
真伪还有待核实。但是有一点是
肯定需要警惕的，那就是：日常
生活中， 不要轻易给陌生人开
门，更不能让陌生人进家。

目前，中小学正在陆续放暑
假。 很多家庭由于大人要上班，
小孩子偶尔不得不单独放在家

中。 此时，如果遇到陌生敲门，
该怎么办？ “相信每个家庭都教
育过自己的孩子不要跟陌生人

走，不要给陌生人开门等，这个
毋庸赘言。 ”王新国说，“但是，
我们的建议是不单独把孩子留

在家中， 因为凭借一个小孩子
的智慧， 我们完全没有理由相
信他会战胜狡猾的骗子。 此外，
即使不会发生小偷骗开家门入

室盗窃的事情， 单单家里的水、
电、气等设施也会对孩子的安全
构成威胁。 ”

“李芳老师对谁都有一副热
心肠，这是认识她以来，我对她
最直观的印象……”接受记者采
访时，回忆起与李芳老师共事的
点点滴滴，毕倩倩几度哽咽。

2014 年 ，22 岁的毕倩倩从
罗山县来到董家河镇绿之风小

学任教。 “还记得 4 年前第一次
见到李芳老师的时候，她穿得很
漂亮，同事都夸她美，她羞答答
地报以微笑，活生生一个‘天使
姐姐’。 ”毕倩倩告诉记者。

话间， 毕倩倩语气低沉，稍
有停顿后说道：“从那时起，每周
五放学，她都会主动叫上我们住
在市内或县区的年轻老师，载我
们回家或者把我们送到方便坐

车的地方。 路途中，我们有关于

教学管理方面的问题，她都是耐
心为我们出谋划策，当时我就觉
得，这位热心肠的大姐将会是我
一辈子的好姐姐。 ”

“不微笑不说话”，这是包括
毕倩倩在内所有同事对李芳老

师的评价。在绿之风小学的教师
公寓， 毕倩倩与李芳老师住在
同一栋同一层。 “我们几个同事
的家离学校比较远， 所以不是
每周都回家， 李老师怕我们在
学校无聊，就把她宿舍的钥匙给
我们， 每周末她临回家的时候，
把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桌子上
整齐摆放着洗过的水果，我们就
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看着电视，
吃着她每周一早上带过来放在

冰柜里的饺子、馍、卤肉……”毕
倩倩说。

毕倩倩说 ，有个细节 ，让她

至今难忘。 “记得我来学校第二
年的秋冬季节，有一天突然天气
转冷，我只穿了一件秋褂，李老
师见我穿得单薄就说 ‘妮儿，我
给你拿件厚衣服吧……’ 第二
天，李老师直接把一件皮棉衣放
在我的办公桌上，我当时特别感
动，后来才知道，那是她前一天
夜里专门回家为我拿的。 ”

毕倩倩说，她工作与生活当
中一遇到困境就会跟李芳老师

讲述，李老师每次都是以积极阳
光的心态为她解开心结，“李芳
老师走了，我会永远记住热心肠
的她，我也会接过接力棒，做一
名像她一样的优秀人民教师。 ”

难舍那一份墨香
田连合

弹指一挥间 ，我与 《信阳晚报 》结缘已达 26
年。在这 26 年里，我始终如一情牵着她，对她从初
识到喜欢，再到钟爱。

1992 年 7 月，21 岁的我走上工作岗位。那时，
我喜欢阅读， 在单位也接触到了很多报刊，《信阳
晚报》就在此时走入了我的视线。 当时的《信阳晚
报》还是《申城晚报》，每星期仅印发 3 期，可是我
第一眼看到她，就被她深深吸引了。 她的知识性、
可读性、趣味性让我叹服。她记录豫南大地沧桑变
迁，反映民生冷暖，每一篇稿件、每一幅新闻图片
的呈现，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宝贵的学习材料。
我素爱文学创作，在晚报的影响下开始积极投稿。
不管是散文、杂文，还是新闻稿，只要偶尔见于报
端，便给了我无穷的鼓励和动力，让我和晚报的关
系更近了一步。

后来，《申城晚报》更名为《信阳晚报》。得到长
足发展的她对信阳撤地设市后的迅速发展给予了

全面深入的宣传报道。 晚报日益成为信阳市民离
不开的朋友， 积极引领广大市民为建设美丽信阳
尽心尽力、积极奉献。 如今，《信阳晚报》即将迈入
而立之年， 看着她一步步从茁壮幼苗成长为参天
大树，我有感慨，更有骄傲。 与晚报打了数十年交
道，作为老朋友、真朋友，我由衷地为她高兴，为她
骄傲。一路走来，是《信阳晚报》让我的阅读有了广
泛视野；是《信阳晚报》给了我文学创作的更多动
力；是《信阳晚报》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

难得这份友谊，难舍这段墨香。

如如此此接接亲亲，，抢抢眼眼！！

本报记者 周 涛

“无论对谁，她都有副热心肠”
———李芳生前故事追踪报道之同事眼中的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