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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左书忠 记

者代晴）日前，在献县民警的见证下，

河南洛阳的郑先生领回了自己失而复

得的10万元现金。为此，郑先生专程做了

一个“拾金不昧”的牌匾，送给献县

维多利亚酒店员工王红丽，连声称赞

献县好人多。

原来，10月8日11时许，献县维多

利亚酒店的员工王红丽收拾客房时，

发现橱柜里有一个袋子，摸起来硬邦

邦的。王红丽和客房部经理张莲莲一

起拿着袋子来到前台，打开一看，竟是

几捆百元钞票。两人正忙着寻找失主

联系方式时，酒店前台接到一个电话，

询问是否在房间橱柜里看到一个包裹

袋，里面有贵重物品。前台客服仔细

询问核实后，得知王红丽拾到包裹袋

的房间，就是打电话的郑先生曾经住

过的房间。酒店客服告诉郑先生回来核

实领取。为保险起见，酒店还给献县公

安局乐寿派出所打去电话，请求公安

民警对相关问题进行核实和见证。

得知遗落的现金找到了，郑先生

非常激动，已经开车到了河南新乡县

的他，赶紧掉头往回走。郑先生说，他

和爱人从河南来，10月7日下午路过献

县，住在该酒店。第二天早晨走得匆

忙，遗落了装有 10 万元现金的包裹

袋。“当时我和爱人都非常着急，抱着

试试看的想法，按酒店名片上面的电

话打过去，得知酒店工作人员保管着

现金，我们非常高兴。”郑先生说起当

时的情景，还掩饰不住兴奋和激动。

本报讯（记者杨佳薇）“现在电压高了，浇

地不用轮浇不用等了，五亩地不到两小时就浇

完了。”9月28日，行唐县东差取村村民杨东良

在田间收割时说，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带

来了巨大变化，给老百姓带来实惠。

9月25日，随着京津冀重点区域“煤改电”

工程全部完工，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新一轮农

网改造升级“两年攻坚战”工程全面完成。“两

年攻坚战”工程建设期间，累计完成机井通电

30.2万眼，小城镇（中心村）电网升级改造3052

个，动力电不足村改造 915 个，受益农田面积

1746.5万亩，惠及人口2950多万人。

国网河北电力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两年

攻坚战”工程涉及井井通电、小城镇（中心村）

电网升级改造、村村通动力电、京津冀重点区

域“煤改电”四类专项工程，分解单体工程

15636项，总投资55.62亿元。新增及改造配变

29715台，容量3278.16兆伏安，新建及改造10

千伏线路 5820.34 千米，低压线路 34470.36 千

米。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经过为期589天的紧

张有序建设，公司率先完成“两年攻坚战”建设

全部任务，改造升级后，农村电网综合电压合

格率达到99.55%，河北南部农村地区电网结构

水平提升明显，用电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

本报讯（记者陈正 通讯员单廷檀、陈永

平）10月7日凌晨时分，魏县男子杜某携带9岁

的女儿、8岁的儿子返家途中，被一辆红色摩托

三轮车撞击后身亡。无助的小姐弟沿街敲门

“求救”。10 月 11 日，记者从广平县公安交警

大队获悉，历经36小时的连续奋战，该起交通

肇事逃逸案被侦破，犯罪嫌疑人宋某某投案自

首。

2017年10月7日2时21分，广平县公安交

警大队接到警情：在邯大线胜营镇油坊村东路

段，一名男子被车辆撞倒在道路上，已经没有

生命体征，肇事司机逃逸，被撞男子携带两名

幼童。

接到警情后，广平县交警大队大队长裴合

芳高度重视，当即指派大队班子成员董海军带

领事故民警赶赴现场。

董海军介绍，经救护人员现场确认，被撞

男子杜某已经死亡。后经了解，当天杜某携带

9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在县城办事，后驾驶

农用三马车回家，半路农用三马车出现故障，

由于天色已晚，加上附近难以求助，杜某便带

着两名孩子步行返家。

当行走到广平县胜营镇油坊村东段路面

时被一辆机动车从身后撞击，两个孩子由于和

父亲尚有距离，未曾被撞。肇事司机撞人后，

未曾停车查看，直接往成安县方向逃逸。

突如其来的横祸吓蒙了小姐弟，姐姐拉着

弟弟沿街拍打居民家门求救，最终一位热心的

村民将俩孩子安顿下来，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参战民警连夜展开侦破工作。由于案发

时正值深夜，现场没有目击者，死者的两个孩

子尚年幼，也无法提供肇事司机的车型、牌照

号等有价值的信息。

办案民警持续加班加点开展调查摸排，经

过大量工作，从数千辆重点车辆和人员中一一

比对筛选。最终，锁定魏县籍男子宋某某有重

大作案嫌疑。

10月9日11时，犯罪嫌疑人宋某某在家人

陪同下到广平县公安交警大队投案自首。经

查，2017年10月7日2时15分，宋某某驾驶一

辆红色摩托三轮车，从魏县回邯郸市主城区，

驾驶期间宋某某戴着耳机听着音乐，没有及时

发现在路上行走的杜某，将其撞伤倒地后，宋

某某未做停留驾车逃逸。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魏县一男子
携子女夜归途中被撞身亡

在刘世臣的家乡——齐家务

乡西聚馆村，家家户户的枣园里枣

树枝繁叶茂枣儿飘香。

这里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一场开甲技术的革新，让冬枣的收

成摆脱了“大小年”问题，实现连年

丰收。在这场技术推广中，起到关

键作用的人正是刘世臣。

枣树进入盛花期，想要多结

果，需要进行“开甲”。当时，村民

们用锯在树皮上开一圈口，因为木

质部被破坏，冬枣树死亡的情况很

多。

1972年，县里派来农业林果技

术员贾老师来指导技术，一心想着

提高村里收入的刘世臣专心跟着

技术员学习了开甲技术。因为悟

性好，刘世臣很快便掌握了这门技

术的要领。

后来，贾老师特意组织各生产

队主管技术的人员来西聚馆观摩

学习，刘世臣在自己家院里的枣树

上给大家做示范，用菜刀在树干光

滑的地方刮去粗皮，露出粉红色的

皮层，在刮皮部位上部横切一圈，

下部横切一圈，甲口宽度控制在

5mm~7mm……刘世臣的活儿干

得干净又利索，大家终于明白了原

来“开甲”是这么回事。

开甲技术逐渐在各村推广开

来，西聚馆和周围村的冬枣终于实

现了连年丰收。

推广开甲技术 帮助枣农实现连年丰收

刘世臣

我省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
“两年攻坚战”工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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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就

是与‘冬枣’有

缘吧！”72 岁的

退休教师刘世

臣这样说。如

今，黄骅冬枣以

其酥脆香甜、细

腻可口的特质

畅销海内外，聚

馆冬枣也成了

黄骅枣业里的

“红人”。在聚

馆冬枣响当当

的大名里，有着

刘世臣的一份

功劳。

本报驻沧州记者 代晴 通讯员 魏亚楠

除了技术，关于冬枣的事儿，

刘世臣也都会留心。

“解放以前，冬枣在天津一带

就已经小有名气，那时候交通不发

达，一个村也只有两辆自行车，人

们一般都是推着小推车，走上两天

两夜，把枣送到天津去，供不应

求。”村里老人们经常会回忆起当

时的情景，这些刘世臣都记在心

里。

在阅读家谱时，刘世臣看到了

冬枣名字的来历。因为冬枣核里

没有枣仁，没有种子，冬枣的繁殖

只能靠嫁接。“至于冬枣是如何来

的，目前还无从得知。”刘世臣说。

平时看书、看报，看到与冬枣

相关的事儿，刘世臣都会留存起

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习惯了。

2003-2006 年，市里为聚馆古

贡枣园申请“国保”，3000多字的申

请材料便是出自刘世臣之手。写

申请材料用了大概一周的时间，平

时的见闻都成了他成稿的内容。

最终，“国保”顺利获批。村里人高

兴地去市里敲锣打鼓，表达内心的

喜悦。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

珍奇的聚馆冬枣，被誉为贡枣。

而刘世臣依然默默地守着这

方土地，守着这片珍贵的冬枣林。

名词解释：
枣树开甲又叫环状剥皮，即暂

时切断树干韧皮部，使叶片制造的

养分暂停下运，使其营养物质暂时

集中在树上部，以满足开花、坐果

的需要。待坐果后，甲口愈合，树

上有机营养向下运输的通道接

通。开甲是提高枣树坐果率的有

效措施之一，对促花坐果效果十分

明显。

助力聚馆 古贡枣园“国保”申报成功

“我爷爷的爷爷时就有这棵

树，两搂多粗，枝繁叶茂，树龄有六

七百年以上，每年硕果累累，枣儿

酥脆香甜可口。这就是现存的最

古老的冬枣树了。别处有不服的，

可以立擂比试比试。”2003年早春

时节，工作人员考察第一届黄骅冬

枣采摘节的举办地，刘世臣精彩的

介绍至今让人印象深刻。

刘世臣在生产队待了十年，与

冬枣打了十年交道。在多次与技

术员的交流中，他学习了很多果树

知识。对于村里的古树，他也门儿

清。

最终，西聚馆成为第一届黄骅

冬枣采摘节的举办地。“隆恩树”

“华夏树”“将军树”……刘世臣高

兴地和大家忙活着给 198 棵老冬

枣树命名、挂牌，还负责制作采摘

工具，前前后后十几天。

干活的时候往前冲，分钱的时

候却不见了人影。村委会广播让

村民们去领工钱的时候，刘世臣没

有去。“不要了！就是给村里干点

事！”刘世臣说。

第一届黄骅冬枣采摘节，聚馆

游人如织，枣农忙得不可开交。“冬

枣采摘节给村民们带来的收入从

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刘世臣

说，“冬枣树成了摇钱树。看着大

家的生活越来越好，我这心里甭提

多舒坦了。”

村里办采摘节 忙前忙后不要工钱

10万元现金遗落酒店
工作人员拾金不昧还失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