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8月9日 星期四
编辑／蔡艳丽 校对／任永涛 组版／丁立洛阳·县域 12A

相关链接

□见习记者 王博东

7日19时，洛宁县故县乡的
雷先生拨打本报热线66778866
说，他拍到了“螳螂捕蝉”的照片。

雷先生说，7 日 18 时许，他
和几个邻居正在聊天，忽然听到
院子里一棵约 3米高的椿树上
传来蝉的叫声，并伴有拍打翅膀
的声音。

当时，蝉扑棱着翅膀一直叫，
却没有飞走，他感觉树上可能有
什么东西，于是便到树前踩上板
凳察看。

“原来是螳螂捕蝉，真稀罕
啊！以前只听说过这个词，但是
没见过是啥样，这次开眼界了！”

雷先生说，拨开树叶后，他在一枝
树枝上看到，一只蝉被一只翠绿
色的螳螂用两只镰刀状的脚死死
钳住头部，不管蝉怎么拍打翅膀，
也挣脱不了螳螂的“怀抱”。而此
时，螳螂正歪着头，张着小嘴不断
地啃食蝉的头部。

看到这一幕，雷先生赶紧拿
出手机拍照，并喊大家来看。由
于树叶遮挡，光线不好，他又拿来
电灯照明，好让大家看个仔细。

“大概过了5分钟时间，蝉不
叫了，也不拍翅膀了，应该是没力
气了。”雷先生说，随后，这只可怜
的蝉被螳螂拖到另一树枝上，成
了螳螂的美餐。

当日19时 30分许，雷先生

将自己拍的照片发了过来。虽
是用手机拍摄的，图像质量不太
高，但仍能看出螳螂捕蝉的鲜明
场面。“希望能和晚报的读者分
享一下螳螂捕蝉的真实场面。”
雷先生笑着说。

听过螳螂捕蝉，但您见过吗？近日，读者雷先生拍到这一幕——

看！现实版的螳螂捕蝉

□记者 王振华 通讯员 张左宏

本报讯 7日10时许，一辆货
车在由东向西行驶至318省道宜
阳县柳泉镇鱼泉村路段时，司机
为避让迎面车辆急打方向，由于
车速过快，货车失控冲下一米多
高的路基，重重撞在路边的一棵
大树上。

货车驾驶室被撞得面目全
非，副驾驶座上的人被困在车内，
左臂和腿部被牢牢卡住，车主赶
忙拨打119求救。

20分钟后，宜阳县119通信
指挥中心救援队员、交警及医护
人员迅速赶至事发地点。只见
公路边一棵大树由于受到货车
猛烈撞击，树干深深“嵌”进货车
驾驶室内，副驾驶座上的被困人
员左臂被驾驶室骨架铁皮和粗
粗的树干牢牢“咬住”，手臂的伤
口流血不止，腿部也被紧紧卡在
座位下动弹不得。

查明情况后，消防指挥员果断
命令两名队员使用机动扩张器，在
紧卡着伤者左臂的树干和驾驶室

骨架之间寻找着力点，缓缓向两侧
扩张。经过15分钟的紧张救援，
伤者的胳膊脱离被卡位置，等候在
一旁的医护人员快速对伤者出血
部位进行了简单包扎。

紧接着，交警找来一辆拖车，
用钢丝绳套住货车尾部，缓缓向
后侧牵拉。经过一番努力，货车
和大树之间被拉开一条约20厘
米的缝隙。随后，救援队员使用
撬杠等救援工具，终于将被困者
成功解救出来，迅速送往医院接
受治疗。

货车撞树人被困 多部门联合施救
事发318省道宜阳县鱼泉村路段，伤者被成功救出

螳螂，无脊椎动物，昆虫纲，螳
螂目昆虫的总称。身体中型或较
大，头部呈倒三角形，复眼大而明
亮，触角细长；颈可自由转动。体
呈黄褐色、灰褐色或绿色；胸部有
翅两对、足3对；前胸细长，前足为
1对粗大呈镰刀状的捕捉足，并在
腿节和胫节上生有钩状刺，用以捕
捉害虫，是益虫。

□记者 王振华 文/图

刘渭芳今年60岁，是伊川县平
等乡马回营村的党支部副书记。
20多年来，他怀着“让乡亲们和和
美美过日子”的朴素愿望，凭着能
说会道和一副热心肠，化不少干戈
为玉帛，村民们也都很服气他。他
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乡亲
们和和美美过日子。”

调解是一剂良药

昨日12时许，刘渭芳回到家中
正赶上吃午饭。这看似正常的事，
在他的老伴看来有点不正常——
刘渭芳经常外出调解矛盾，常是找
了东家找西家，很少能按时回家吃
午饭。刚想夸他几句，谁知坐在饭
桌前的刘渭芳却“嘿嘿”笑了。

“神经病老头子，又调解成谁
家的事了？”几十年相濡以沫的老
伴对他非常了解，虽已猜到他笑的
原因，依然不动声色地问道。

刘渭芳说：“雷家和范家。这
是我几十年来碰到的最难调解的
两家，也是调解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下终于说成了。”

原来，去年10月，范某与雷某
在伊川县城发生口角，在厮打过程
中，雷某被捅死，范某受重伤。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宣判后，
双方家人均提起上诉，事情在当地
闹得沸沸扬扬。今年6月，刘渭芳
主动要求针对此案的民事赔偿部
分进行调解。他详细了解案情后，
在雷、范两家各跑了几十回后，终
于使双方达成赔偿协议，目前正在
等待法院再次开庭审理。

“调解成功了，看到两家的疙
瘩解开了，我心里一块石头也落了
地。调解对维护社会稳定而言，是
一剂良药。”刘渭芳说。

调解是一种爱好

“我就是爱管闲事，对调解是
发自内心的喜欢，可以说这是我的
爱好。”刘渭芳说，他从小生长在马
回营村，对农村的风土人情知根知
底，1987年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
会”，他任理事长，每次都把事情办

得井井有条，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村里人都知道刘渭芳能说会

道，有了小矛盾便开始找他调解。
刘渭芳“见不得乡亲因小事生怨”，
只要有人找到他，他就毫不推辞。

2005年，一马姓村民家鞭炮厂
发生事故，一装药工当场死亡，双方
找刘渭芳调解。当时他做了疝气手
术刚拆线，白天劝了一天没说住，晚
上又把两家叫到一块儿调解。当
时，他的伤口疼得厉害，脸上豆大的
汗珠直流，但他仍忍着疼继续说
和。直到晚上11点半，双方达成赔
偿协议后他才去医院。

刘渭芳处理事情非常公平、公
正，从没有因为亲戚朋友的关系而
袒护一方。渐渐地，他在村里树立
了威信。村里的宅基地、赡养、打架
斗殴等问题，只要找到他，他一定会
耐心调解，直到当事双方矛盾解
开。就这样，他一干就是20多年。

调解是一门艺术

目前，刘渭芳已成功调解民间
纠纷1000多起，调成率98%以上，
当事人履行率达100%。他也获得
不少荣誉——“2008年度全市司法
行政系统优秀人民调解员”、“2011
年度全市十佳人民调解员”，不久
前，他又获得省司法厅颁发的“全
省人民调解能手”称号。

“在调解过程中，不但要有热心、
耐心、公心，最重要的是讲究说话的
艺术。”刘渭芳说，“在调解纠纷时，
一定要有亲和力，把当事人当亲人，
主动拉近和当事人之间的距离，让
当事人说出所想所求，找到矛盾症
结所在，然后对症下药。对争气的，
不在气头上解纠纷，讲求疏气散气；
对争理的，分清对错，主持正义；对
争利的，讲明利害，依法取舍。当事
人气顺了、理明了、利清了，就会相
互配合，自愿接受调解。”

其实，在调解的过程中刘渭
芳经常会吃闭门羹或遭人白眼，
不少人甚至直接问他：“给你多少
钱让你来的？”刘渭芳就说，这么
多年来他做调解工作完全是义务
的，从来不收任何一方的一分钱，
只要能把双方的疙瘩解开，就是
他最大的安慰。

对症下药调矛盾
20年说和千余起
他叫刘渭芳，刚被评为“全省人民调解能
手”，最大愿望是让乡亲们和和美美过日子

去年，刘
渭芳经手的
调解协议就
有24份。

螳螂用两只镰刀状的脚死死钳住蝉的头部。 （图片由雷先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