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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雪白，嘴巴粉红，脚蹼橙黄，前额
挨着嘴巴的地方还长了个红肉瘤，这就是
伊川县白沙镇孝村吴女士家的“超级鸭”。
它不仅每天“飞檐走壁”，早出晚归，还喜欢
飞上邻家房顶“偷”粮吃。

昨日，我们在吴女士家见到了这只“超
级鸭”。

与普通鸭子橙红色脚蹼、暗黄色嘴部
不同的是，这只鸭子羽毛雪白，脚蹼橙黄，
鸭嘴短窄并呈粉红色，前额挨着嘴巴的地
方还长了个红肉瘤，就连眼圈也是鲜红色
的。如果不是个头稍小、脖颈稍短，还真像
一只大白鹅。

“它与普通鸭子最不同的地方，就是能
飞。”看我们不信，吴女士用劲一撵，“扑棱
棱”，正在岸边觅食的这只“超级鸭”飞起3
米多高，落在40多米外的池塘中央。而其
他被驱赶的鸭子，只是笨笨地四处逃散。吴
女士说，它最远能飞近100米。

这只鸭子是吴女士今年6月买的，当
时也没啥特别之处。“两个多月后，它头上
便长出红色的小肉瘤，眼圈周围也渐渐成
了红色。”吴女士说，她每天都把鸭子赶到
离家100米远的池塘里，其他鸭子都是走
大门，但这只鸭子经常越过3米高的院墙
飞出去，或者先飞到房顶，再从房顶飞到池
塘，从不走大门。在外“游荡”一天，晚上这
只鸭子从池塘便开始掠地而飞，快到家门
口时，再振翅跃到房顶上，转悠一圈后落到

院里。
“它还不合群，不愿意和其他鸭子待在

一起。”吴女士说，这只鸭子经常独自外出觅
食，晚上回家后，其他鸭子都在猪圈里休息，
它却总是飞到房顶或是墙上栖息。

邻居张先生告诉我们，这只鸭子还不怕
人，经常飞到周围邻居的房顶“偷”粮吃。为
此，吴女士没少向邻居们道歉，她也想过把
鸭子的翅膀剪掉，但就是下不去手。

它是番鸭，会飞不稀奇

“这只鸭子不是‘本地货’，应该是番
鸭。”伊川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张森森看了这
只鸭子后说。

番鸭又叫瘤头鸭、洋鸭、腾鸭，与一般家
鸭同种不同属，原产于中、南美洲热带地区，
在我国主要产于湖北阳新县、福州市郊和龙
海等地，是一种似鹅非鹅、似鸭非鸭的鸭科
家禽。

张森森介绍，与本地普通家鸭不同的
是，番鸭嘴短而窄，嘴色鲜红，眼至喙的周围
红色无羽毛，头部两侧和颜面有红色皮瘤。
除此之外，番鸭体形前尖后窄，呈橄榄状，头
大颈粗短，羽毛丰满有光泽，翼羽矫健，尾羽
长而向上翘起。

对于这只鸭子会飞这一点，张森森解
释，番鸭属善飞又不太喜欢游泳的森林禽
种，会飞不算稀奇。

相关链接
老农家里一石碑，记着清代的

“案件”

昨日上午，我们与市民俗博物馆的工作
人员一起来到孟津县平乐镇象庄村，在冯安
和的家里见到了这块石碑。

石碑高约140厘米，宽约70厘米，厚约
15厘米，底座和碑首均已受损，平铺在地
上。仔细辨认，碑文上题的是“贤侯胡太老爷
断定枣园不许设立买卖粮行合镇均感碑”，原
来，这是一块由当时的象庄村全体村民共同
立的碑，目的是感谢官府秉公办理案件。

是什么案件让村民们对官府如此感激，
还要特意立碑纪念？

继续阅读碑文，我们了解了缘由。原来，
象庄当时是一个比较大的集镇，经济相对发
达，设有十几家粮行，在离象庄不远处有个枣
园渡口，沿河运过来的粮食都会到象庄的粮
行销售。但附近吕家庙村的吕梁栋等人私自
在枣园渡口设立了粮食市场，不允许运来的
粮食往象庄运，扰乱了原有的市场秩序。象
庄的村民向官府报告此事，后官府介入，将吕
梁栋等人设立的市场予以取缔，同时还将处
理问题不力的市场管理人员革职，象庄村民
为感此恩特立碑。

碑文下端注明了立碑时间：大清道光二
年四月，即公元1822年，距今已近200年。

为将这块石碑搬回家，他和家
人费了不少劲儿

一块清代的记事碑为何到了冯安和家里？
老人说，他虽是个农民，但平时常读书看

报，对历史有一定了解，平时对村里的一些老物
件比较留意。

在他的印象里，村里类似的石碑有四五
块，最早埋在十字街附近，后来村里修渠把这
些石碑挖了出来，前些年有人盖房取土，又把
这些石碑丢在庄稼地里。

“我去仔细看过这些石碑，其他几块损毁

较严重，上面的字都看不清了，只有这块字迹
还算清晰。”冯安和说，看到这块石碑的内容
和象庄村有关，他就和家人费了好大的劲儿
把它抬回了家。

“放在家里后，我还是觉得不妥，总觉得
这碑离现在快200年了，应该算得上文物。
既然是文物，就得归国家所有。”考虑到此，冯
安和就来到市民俗博物馆，向工作人员表达
了这一想法。

市民俗博物馆副馆长田国杰说，老人特别
热心，为了解这块石碑的内容，他还学着打拓
片，多次到市民俗博物馆表达捐献石碑的想法。

昨日，市民俗博物馆正式向冯安和老人
颁发了收藏证书，并将石碑运回馆内保存。

石碑背面也有故事，“一碑两
用”不多见

昨天中午，石碑被运到市民俗博物馆后，工
作人员对其进行了清理。

这一清理，又有了新的发现：石碑的另一
面也有文字，记录的内容居然比正面还要早，
是清嘉庆年间的事情。

田国杰向我们介绍了这面文字的内容：
清乾隆年间，象庄和附近耀店的8个村为一
个乡，在缴纳赋税时各承担一半任务。由于
象庄人数远比耀店的8个村要少，到清嘉庆
元年十一月，村民不堪忍受，就向官府提出变
更。之后几经波折，终于在清嘉庆四年公元
前后，官府将象庄和耀店的8个村分开，象庄
所承担的赋税为之前另外8个村子的1/4。

为感激官府，同时也为了留下凭证，村民
们立了这块碑，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记录下来。

一块石碑两面均有内容，还分属不同年
代，这样的情况是否多见？

市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表示，该清代记
事碑双面记事，所涉内容时代不同，属于“一碑
两用”，甚为罕见。同时，碑文所载内容是研究
清代洛阳地区商业贸易、地域沿革变迁、徭役制
度和诉讼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
参考价值。

□记者 李燕锋/文 张晓理/图

现在，如果有人恶意扰乱市场竞
争秩序，会有工商等部门给予惩戒。
如在古代遇到这种事该咋办？

孟津县平乐镇象庄村 71 岁老
农冯安和捐献的一块古碑，就记录
了这样一件事。

市民俗博物馆有关专家认为，其
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很大帮助，
有一定收藏价值。不仅如此，石碑的
另一面还记录着清嘉庆年间象庄村
的一段历史，是“一碑两用”。

伊川农家小院有只“超级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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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两面记俩事 年代内容各不同
孟津老农向市民俗博物馆捐献一块石碑，罕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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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马琼艺

近日，湖北省巴东县的马某到嵩县追
索赔偿款，嵩县人民法院民二庭用两天时
间便调解结案，让马某当庭拿到5万元赔
偿款。

据了解，今年年初，湖北省巴东县的马
某在嵩县某建筑工地打工期间受伤，被鉴
定为九级伤残，经嵩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裁决，工程承包单位需赔偿马某
58751元。

工程承包单位因不服仲裁结果，遂以马

某为被告，以分包单位鹿邑县某劳务公司为
第三人，向嵩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受理该案后，嵩县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了解到马某家在湖北，奔波千里来打官司的
情况后，当天便组织当事人到庭调解。庭内
3名法官轮番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经过两
天的调解，14日，第三人当庭支付给马某5
万元赔偿款。

从法官手中接过赔偿款，马某感动地
说：“多亏有你们这些耐心调解的法官，要
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跑多少回，真是谢谢你
们了！”

追索赔偿款，一建筑工从湖北赶到嵩县

法官耐心调解 顺利帮其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