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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任利）近日，

邢台市 86 岁的赵景晨老人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求助，希望通

过本报找到曾和他一起在青海

省工作过的杨继英与马凤桐

（本报9月8日曾报道）。昨日，

杨继英的女儿看到报道后拨打

了本报热线电话，双方在昨日

取得了联系。

“你好，邢台赵景晨要找的

杨继英就是我的母亲。”昨日，一

位王女士拨打了本报热线电话，

她的母亲得知赵景晨在寻找她

后十分激动和高兴。王女士说，

她的母亲今年已经 84 岁，1980

年退休后从青海回到了老家博

野。在青海工作的时光，是她母

亲最难忘的回忆，尤其是当年在

青海结识的河北老乡，更是让她

母亲十分思念。因为当初通信、

交通不发达，很多朋友都失去了

联系，这让她的母亲感到十分遗

憾。

记者将该信息反馈给赵景

晨后，这位老人在电话里连连说

着“感谢”。

除了杨继英外，赵景晨还想

寻找另一位朋友马凤桐。马凤

桐的老家是辛集市，曾在青海省

都兰县香日德地区（现为香日德

镇）担任区长，岁数与他同岁。

如果您知道马凤桐的消息，
可以拨打本报热线电话（0311）
88620000。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宋胜

利 记者李家伟）痛心！9月10

日早晨，任丘市一女子在开车送

女儿上学途中，撞倒正在路边遛

早儿的祖孙俩。其中，奶奶身体

多处受伤，6岁的孙女经抢救无

效不幸死亡。

据介绍，当天早上，任丘市

青塔乡的邢某开车送女儿去上

学，在行至一个拐弯处时，把正

在路边步行遛早儿的祖孙俩撞

倒，二人当即被送往医院。奶奶

身体多处受伤，令人痛心的是，6

岁的孙女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

民警询问得知，当时邢某的

女儿坐在车后排，邢某在车上不

断叮嘱女儿注意事项，还不时回

头训斥女儿，在车辆拐弯后才猛

然发现正在步行的祖孙俩，悲剧

就这样发生了。

事发后，邢某追悔莫及，但为

时已晚。当天下午其被刑事拘留。

任丘市交警大队民警再次

提醒广大驾驶人，险情无处不

在，开车一定要集中精神，遵守

法律法规。

本报承德电（记者张斌）日

前，在承德县下板城镇文化中心

的十字路口，一位老妇人在过马

路时突然昏倒在马路中央。承

德县交警大队岗勤中队闻讯全

队出动，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协

助120医生抢救，将老人送往医

院救治。

9 月 11 日 11 时许，正在巡

逻的岗勤中队中队长刘洋接到

文化中心执勤民警打来的电话

说，文化中心十字路口有一位

老妇人突然昏倒在马路上，引

来大量路人围观，已经影响了

过 往 车 辆 行 驶 ，请 求 中 队 支

援。闻讯，刘洋立即通知正在

各处执勤的中队民警，迅速到

文化中心路口增援。

“当时，我安排民警们前去

增援后，又立即拨打了 120 电

话，对方说急救车正在路上。”刘

洋告诉记者，“我们到达现场后，

一部分民警疏散围观群众、指挥

过往车辆，另一部分民警协助医

生进行抢救。我们到的时候，这

位老人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了，

身体出现抽搐，有一位附近药店

的门诊大夫正在给老人做心肺

复苏……很快，120急救车就赶

到了，大夫们看老人情况比较严

重，一边为老人输上液，一边为

老人做电击除颤和心肺复苏。

大概十几分钟吧，老人情况稍有

缓和，我们立即帮着医护人员将

老人抬到了救护车上。”

此时临近中午交通高峰期，

为了不耽搁时间，刘洋驾驶警车

在前面开道，保证了救护车一路

畅行到达医院。

一只蛐蛐儿
卖了4200元
任县一村庄村民抓蛐蛐儿月入上万元

蛐蛐儿也叫蟋蟀、促织，而斗蛐蛐儿在中国已有上千年历

史，是一项很普遍的传统文化活动。每到8月是农村农闲的时

候，但是在任县永福庄乡永一村，却是村民最忙的时候。每天

晚上，他们戴着头灯，背着竹罐，在玉米地里抓蛐蛐儿，因为这

里的蛐蛐儿特殊，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每年都有来自上海、杭

州等地的客商过来收蛐蛐儿。

本报驻邢台记者 卢玉辉

9月初，记者来到永一村，

村民老刘门前就是蛐蛐儿交

易市场。“最后一个客商走的

时候是9月3日。我们这儿从

8月1日就开市了，一直到8月

底。”老刘说，村里人抓蛐蛐儿

也是最近几年的事儿，两年前

逐渐形成了市场。客商多的

时候能有四五十人，他们来自

天津、上海、杭州、西安等地。

虽然开市的时间已经过

了，但是村民家里还有不少存

货。在村民刘书合家，在院子

里就能听到一阵又一阵的蛐

蛐儿叫声，打开房门叫声戛然

而止，少顷，叫声又起。在靠

近西墙的一侧有一个架子，上

面摆满了陶瓷罐儿，“这里面

都是蛐蛐儿。”刘书合拿下一

个罐子打开，一只蛐蛐儿趴在

罐子底部，旁边放着碎玉米

粒，还有一个极小的瓷杯，里

面盛满了清水。

刘书合拿过来一根斗草，

轻轻拨动蛐蛐儿的头部，不多

时，蛐蛐儿两只大牙露出，后

背的两只翅膀振动，发出一阵

鸣叫。“主要是看看它的动态

和牙口，看看这个虫能不能

斗。”另一位村民介绍说。

村民老张是村里最早抓

蛐蛐儿的，十年前，他偶然遇

到一个上海的客商来这里抓

蛐蛐儿，才知道蛐蛐儿也能

卖钱。“一开始的几年都是从

地里抓了，到山东的宁津县

去卖，那里有全国最大的蛐

蛐儿市场。”老张说，卖出的

蛐蛐儿都是用来斗的，他们

这里是生产优质小麦、玉米

的基地，土质为黑黏土、红黏

土，近两年出产的蛐蛐儿以

皮色好、牙硬、底板好得到了

大家的认可。

看到抓蛐蛐儿也能挣

钱，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

抓蛐蛐儿的队伍。现在，永

一村每天抓蛐蛐儿的人达到

了100多人。每当夜幕降临，

一个又一个身影戴着头灯，

在玉米地里来回寻找。左手

提筐右手拿捕网，看到蛐蛐

儿上前一步罩住，从筐中拿

出竹筒，小心翼翼将蛐蛐儿

赶到筒中，再堵上塞子扔回

筐内。“一晚上能抓四五十

只，回来还得再筛选，能用上

的没几只。”村民张龙说。

“前半夜撒麸皮抓或者

蹚 地 抓 ，后 半 夜 就 听 叫 声

抓。”张龙说，蹚地就是几

个 人 一 起 走 ，把 蛐 蛐 赶 出

来 抓 。 到 了 午 夜 以 后 ，蛐

蛐 儿 叫 声 嘹 亮 ，通 过 叫 声

就 能 分 辨 出 蛐 蛐 儿 的 位

置 ，多 年 的 磨 炼 已 经 让 这

里的村民总结了一整套抓

蛐蛐儿的经验。

据村民介绍，蛐蛐儿按颜色可分为

青、黄、紫。“蛐蛐儿除了看外形，还要看重

量，5 厘以上才能达到标准，核算下来比

黄金还贵。”村民张现伟介绍。

抓蛐蛐儿的人多了，在这里慢慢形成

了市场，从7月初村民们陆陆续续地开始

抓“棚虫”（生长在蔬菜大棚里），8月份以

后开始抓“野虫”（主要生长在玉米地

里）。“客商们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月，每

天等着收蛐蛐儿。”张现伟说。

对于村民们来说，8月还不到庄稼收

获的时候，利用农闲的时候抓蛐蛐儿，还

能挣钱，何乐而不为呢？“一个头灯、几支

竹筒、一个网罩，就够了，投入不多，但收

获不少。”村民老张说，今年市场上一只蛐

蛐儿最高卖到了 4200 元，村民一个月收

入能超过一万元。

“天津一位客商看中了我的一只蛐蛐

儿，出价五千，不过要去天津交易，后来我

没去。”另一位村民说，去外地交易有很多

不确定的因素，最后他在村里的交易市场

卖了出去，虽然少卖了钱，但没什么风险。

除了依靠在市场上卖蛐蛐儿，村民还

把自己的蛐蛐儿拍成照片，做成视频，放到

朋友圈里，这是市场闭市后的另一个销售

途径。“朋友圈里都是行内人，看上哪一只，

直接发快递过去就行了。”村民告诉记者，

但是他们现在用的快递公司，速度慢，希望

能有越来越优质的快递公司上门服务。

同时，开市期间，外地客商的住宿也

是个问题。村民们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

下，建立一个更加规范的市场。

四五十个客商会聚任县买蛐蛐儿

抓蛐蛐儿也有大学问

小小的蛐蛐儿
成了“摇钱树”

村民希望
市场配套更完善

《邢台八旬老人寻找曾在青海工作的河北老乡》后续

老乡杨继英找到了！
辛集市的马凤桐仍在寻找中

女司机开车分神
6岁女童被撞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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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妇人昏倒马路中央
承德县交警倾力相助

村民刘书合村民刘书合（（右右））观看蛐蛐儿的动态观看蛐蛐儿的动态。。通讯员通讯员//宋杰摄宋杰摄

交警帮忙将老人抬上救护车交警帮忙将老人抬上救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