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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报道

▲

两名孤残儿童从寄养家庭走失，“寄养奶奶”两夜没合眼

寒勇、东东，你们在哪儿

□记者 徐翔

15日，本报 A05 版以《你收一元
罚款七千》为题报道了我市一家饭店因
强制收取一元餐具费而遭到工商部门
处罚的事，稿件见报后，引起市民的高
度关注。

昨日，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针
对一元消毒餐具问题，省工商局之前给
出了解释，餐饮企业要尊重顾客的选择
权和公平交易权，在提供收费餐具的同
时还必须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免费餐
具，不得强制收取餐具费。

为什么餐饮企业要在一元餐具上频
繁耍花招呢？一位业内人士昨日向我们
揭秘。他算了一笔账：饭店从餐消企业
购买一次性消毒餐具，每套的批发价在
0.6元至0.8元，若使用量大的话，一套餐
具可低至0.5元，饭店出售给消费者统一
收取1元。按照一个中等饭店一天使用
100套餐具计算，一天的利润是50元，
一年下来就是18000元，还节省了刷碗
工、消毒柜、水费、电费等开支，省时省力
又赚钱，这是饭店强制收取一元餐具费
的用心。

其实，餐饮企业完全可以自己消化
餐具费，可正是看到有利可图他们才耍
起花招，把这部分费用转嫁到了消费者
身上。

该业内人士说，要想打造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不仅仅是消费者增加维权
意识的问题，政府要高度重视，工商、卫
生、食品监管等相关部门要加大巡查执
法力度，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强制收取一
元餐具问题。

饭店必须有免费餐具
供消费者自由选择
如不提供，便属强制收费

□记者 丁立

16日，广融之约·洛阳晚报第二届
社区文化行走进老城区东北隅办事处治
安街社区正安园小区，社区居民在家门
口欣赏了精彩节目。

在上午的节目中，9岁男孩儿韩昊
杰的架子鼓表演赢得阵阵掌声。别看他
年龄不大，人还没有架子鼓高，却把鼓敲
得相当出色，不但鼓声强劲、节奏感强，
技法也十分熟练。

下午，旭升社区姐妹舞蹈队的
队员们，为居民带来了 3 段动感十
足的舞蹈。这些年龄都在 50 岁以
上的成员，跳起舞来热情洋溢、劲
头十足。

经过评选，9岁的韩昊杰赢得“每周
一星”称号。

社区文化行走进治安街社区

架子鼓受欢迎
动感舞欢乐多

□记者 王妍/文 见习记者 杜卿/图

昨日，记者从市儿童福利院获悉，
15日，市儿童福利院两名孤残儿童从洛
龙区李楼镇三官庙村的寄养家庭走
失。连日来，寄养家庭、市儿童福利院、
村民、警方等多方寻找未果。为找孩
子，“寄养奶奶”两日没合眼，若您获悉
孩子的行踪，请与市儿童福利院寄养工
作办公室郑红东（13837962188）、崔玉
静（13937918980）联系。

俩孤儿走失，“寄养奶奶”两
夜没合眼

“俩孤儿从寄养家庭走丢了，我们
找了两夜一天仍未找到。”昨日上午
9时许，市儿童福利院一名工作人员
在电话中焦急地说。

走失的两名孤儿名叫党寒勇和党
东东，年龄分别为14岁和10岁。党
寒勇身高1.6米左右，患有轻度智力
障碍，走失时上身未穿衣服。党东东
患严重智力障碍，是个聋哑人，平时总
跟着寒勇。两人于2009年先后来到
寄养父母乔占明、肖荣叶夫妇家中，
15日19时30分前后，两人在乔家门
外玩耍时出走，至今未归。

昨日上午10时许，记者赶到乔家
时，见到了一名农妇正弯腰给一辆电
动三轮车充电。“天没亮她就出去找孩
子了，三轮车跑没电了才蹬着回来充
电。”一名村民说。

这名妇女正是肖荣叶，今年55
岁，由于年龄差距，两名孩子一直叫她

“奶奶”。为了寻找孩子，这位“寄养奶
奶”已经两夜未合过眼。

肖荣叶介绍，15日19时许，她从
自家菜地回来，到门口时看到寒勇和
东东正和邻家几个孩子一起玩儿。她
招呼孩子回家吃饭，孩子说：“等会儿
就回去。”十几分钟后，肖荣叶炒好菜，
给卧病在床的老伴儿乔占明盛好饭
后，发现两个孩子仍未回来。到门外
寻找时，孩子已不知去向。当晚，肖荣

叶和儿女及全村十余户村民分头寻找
至第二天凌晨4时未果。早上8时
许，肖荣叶报了警，并将孩子走失的消
息汇报给市儿童福利院。

市公安局安乐派出所李楼综合队
民警接警后，迅速在附近村庄展开寻
找，并将情况反馈给全市各派出所，市
儿童福利院也加入寻找队伍。

您若见到这俩孩子，请和我
们联系

同村的寄养儿童党小伟称，15日
下午，他听寒勇说想去姑姑家，“他说
他姑姑家在偃师市邙岭乡周山村，他
在那儿住过好几年，认识路。”党小伟
说，他以为这是小伙伴的戏言，就没和
大人说。

记者辗转联系到周山村村委会，
两小时后，该村村支书致电本报：该村
有一名叫刘巧珍的妇女娘家在新安

县，也有一名轻度智障的侄子在这里
住过几年。然而，两个孩子并没有在
刘巧珍家。

从洛龙区李楼镇到偃师市邙岭乡
有几十公里，或许两个孩子还在路
上？大家不敢放松，一边沿这个方向
寻找，一边在偃师市电视台刊登寻人
启事，希望能得到更多线索。

村民们说，乔家夫妇对孩子都很
好，两个孩子在乔家的衣食起居、卫生和
康复训练都不错。孩子走失后，肖荣叶
吃不下饭，一天只喝了一碗汤。她说：

“现在我最怕孩子遇上坏人，怕俩孩子饿
病了，想回来却找不到家。寒勇、东
东，你们在哪儿？有饭吃没？赶紧回
来吧，奶奶想你们……”

截至记者发稿时，两名孩子仍无
任何消息，各方人员仍在焦急寻找。
如果您见到这两个孩子，或获悉有关
孩子的行踪，请打文章开头的电话。

□记者 邓超 见习记者 陈晓佳

这几天，您有没有发现在回家的
路上，卖西瓜的摊贩渐渐多了起来？
不过，如果您想买几个汁多味甜的本
地大田西瓜回去大快朵颐，还得再等
十来天。

眼下，外地西瓜唱“主角”

进入6月，天气越来越热，西瓜
成为大伙儿的解暑佳品。不过记者
调查了解到，现在市面上销售的多为
外地瓜。

昨日，在洛龙区军民路与卫国路
交叉口的一个水果摊点，西瓜很热
销。摊点商贩说，她卖的西瓜是陕西
瓜，售价每公斤3.6元，比往年同期要
贵一些。在洛宜路上，从事卖瓜生意
十几年的李先生说，他卖的瓜是直接

从道南路果品批发市场批来的，是陕
西大荔瓜。

在道南路果品批发市场，几十家
瓜摊一字排开，各个品种的西瓜堆成
了小山。各个摊前，装车的、挑瓜的
忙成一团。问了几个瓜贩，他们说，
这些西瓜大多是从陕西拉来的。

想吃本地大田西瓜，还得再
等十来天

洛阳虽不是传统的西瓜主产区，
但也有自己的本地西瓜品牌。特别
是提起洛宁产的旱地西瓜，很多人都
会竖起大拇指。据记者这两天走访
了解的情况，无论是洛宁的旱地瓜还
是宜阳、孟津等地的滩地瓜，至少都
得等到本月底才能上市。

昨日，在洛宁县小界乡桥南村的
万禧生态果园里，翠绿的瓜秧下正躺

着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个个长势良
好，不过还只有成人拳头般大小。果
园负责人说，他们这里的西瓜要到本
月二十八九号才能集中成熟。

洛宁县林果办负责人说，洛宁的
西瓜种植面积达两万多亩，其中东宋
镇就占了1.5万亩左右。“我们最近作
过调研，因为今年春上较旱，西瓜的
种植时间较往年晚，但产量普遍会有
所增加，一亩能产两三千公斤。”这位
负责人说，预计今年洛宁旱地瓜大量
上市时间会从6月底7月初开始，将
持续一个月。

宜阳县农业局园艺站负责人说，
当地西瓜产区集中在洛河沿线的三
乡、张坞、韩城、莲庄、柳泉等乡镇，河
滩边沙壤土培育出的西瓜个头适中、
含糖量高。今年，宜阳本地出产的大
棚西瓜从5月中旬已开始陆续上市，
大田西瓜还得再等个十几天。

想吃本地大田西瓜，再耐心等十来天

寒勇（左图红圈中男孩）和东东（右图，家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