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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生生的豆腐里，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在采访
李秀英之前，洛阳晚报记者刘居彬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2004年，刘居彬跟随采访了市工商局的一次例行检
查。检查中，豆腐作坊老板穆某的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做豆腐加淀粉、做豆腐皮加‘吊白块儿’，几乎是行里
的惯例。”被查处时，穆某嘟囔了一句。

刘居彬意识到这是事关百姓食品安全的大事。之后，
他约见穆某，详细询问了豆腐行业的“玄机”，写出一篇“豆
腐作坊老板曝黑幕”的报道。

第二天，一个陌生电话打到晚报编辑部，打电话的人正
是李秀英。原来，李秀英对“黑心豆腐”非常痛恨——她的
孩子因为吃了“黑心豆腐”，得了一种怪病。李秀英因此开
始暗中查访“黑心豆腐”作坊，对本地“黑心豆腐”的内幕十

分清楚。之后，刘居彬多次和李秀英一道暗访，发现了“黑
心豆腐”作坊的诸多问题，并将其逐一见诸报端。

“黑心豆腐”的内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此事也引
起了工商、卫生等部门的重视。相关部门开始在全市范围
进行整顿，端掉了一大批“黑心豆腐”作坊，市民拍手称快。

随后，本报又展开了关于豆腐安全问题的大讨论，报道
社会各界的建言献策。这一系列报道，使市民在挑选“放心
豆腐”时有方法可循，也使全市豆腐行业进行了一次洗牌式
的升级改造，步入规范化、标准化时代。

李秀英作为年度贡献奖候选人之一参加了2005年央
视“3·15”晚会，并获得了2005年“3·15贡献奖”。

“一篇报道，引发了一个行业的改革，从而让群众买得
放心、吃得安心，我很骄傲。”刘居彬说。

一篇报道引发行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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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晚报》是最早报道我们的报纸，也是对我们帮
助最大的媒体。”2013年12月17日下午，在瀍河回族区五
股路四街坊的家里，王玲霞真诚地说。

王玲霞说，2013年她的双胞胎姐妹买巧玲因病已离开
人世。不过，让她感到安慰的是，买巧玲在去世前，老家的
几位哥姐曾来洛看望。

“能在这辈子知道自己是谁，父母是谁，兄弟姐妹是
谁，我们没有遗憾了。”王玲霞说，虽然迟了50年，没有见到
亲生父母的容颜，但是毕竟知道了此身生于何处，“心里有
了着落，不再飘来飘去了。”

“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这对姐妹的命运。”
当年采访此事的洛阳晚报记者刘建新感慨不已，这对姐妹
从千里之外被送到洛阳，在相隔仅数百米的两个地方住了
14年后，命运之手让她们有了神奇的交集。

因为双方朋友屡次把她俩认错，所以从中牵线让
俩人相识。俩人也越来越发现彼此有太多相同点：都
有先天性鼻炎，都是Ｏ型血；头部都有不易被觉察的
外伤痕迹，眉心中间都有一个小坑；俩人互换衣服后，
连各自的养母也辨认不清；俩人在生活中经常出现

“心灵感应”的事情；进入汉族家庭的王玲霞，嫁了个
回族火车司机，而在回族家庭长大的买巧玲，丈夫是个
汉族汽车司机。

“我和她到底是什么关系？”在30多年里，姐妹俩心里
一直想印证彼此的血缘关系，直到《洛阳晚报》帮她们圆了
梦。在诸多媒体的帮助下，她们找到了远在江苏的家，亲
兄妹6人在50年后，终于有了第一张合影。

如今的王玲霞担任了“寻亲驿站”洛阳方面的负责人，
为帮助更多孩子“回家”而努力着。

晚报让我知道了“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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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洛阳晚报》率先报道的

“放心豆腐”卫士李秀英获
得2005年“3·15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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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两名来

自上海的女孩分别被我市两
户人家收养。虽然两家直线
距离只有数百米，两名女孩
14岁起就相识，但一直不知
彼此是双胞胎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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