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来野菜多，舌尖也踏青
到哪挖野菜 哪些能上餐桌 大家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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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读者

这个版面，您是主角
身边发生的逸闻趣事烦恼悲伤，想找人说说，我们倾听。

拍的照片、画的漫画、写的博客，尽管发来。

请拨本报热线67659999
请加上本报QQ407659842 群号7738277
稿件、图片请投入本报邮箱：cjy@zzwb.sina.net

读者来信

一星期吃次卤面，舍不得买长豆角

现在的青菜为啥这么贵
早饭后去菜市买菜，问西蓝花多少

钱，菜贩答“三元五”。一中年女士站在我
身边，听到菜价就说：“现在真是没有钱的
人吃肉，有钱的人吃菜。”

一听就知道，她是对菜价高有意见，
在说俏皮话儿。从春节前开始至今，郑州
的菜价一直攀高不下。龙豆高达五六元
一斤，长豆角五元一斤，而新上市的郑州
本土菜“上海青”也要两元一斤。我有退
休金尚且难以承受，一个星期吃一次卤
面，不舍得买长豆角而买豆芽，低收入阶
层就更不用说了。

其实，“有钱人吃菜，没钱人吃肉”说
的也不对。肉近来虽落了点儿价，但十几
元一斤肉，二十元一斤排骨，也不是没钱
的人承受得了的。我倒想，还不如说成

“有钱人吃菜，没钱人吃鸡蛋”。鸡蛋的价
格一直徘徊在三元一斤上下，比起肉来算
很便宜了。老年人都知道，过去买一斤鸡
蛋的钱能卖一斤肉，而二十年前，鸡蛋曾
卖到四元一斤，可那时工薪阶层的工资只
有现在的五六分之一。现在倒好了，买一
斤豆角的钱能买两斤鸡蛋。

值得有关部门思考的是，鸡蛋的价格
为什么这么便宜这么平稳？菜价为什么这
么贵？该采取些什么措施来解决？ 奇话

3月里，那些被淡忘的节日

读者征集

QQ主题聊

本周群主 詹莉莉

汝河路占道商贩已清理
本报12日报道《商贩占道影响市容，希

望整治》后，当天，中原区执法局派出两个中
队中午对汝河路世纪联华附近的占道情况
进行了整治，下午下班时段又对占道摊点进
行了清理。执法局工作人员表示，以后还将
加强高峰时段在该路段的监督力量。

工地整夜施工，居民睡不安稳
杨先生：棉纺路与秦岭路交叉口向东

的一个工地上，经常整夜都在施工，噪声十
分影响附近居民休息，希望有关部门对此
进行处理，保证市民睡上安稳觉。

废旧电线惹人烦，尽快进行清理
张女士：京广路与政通路交叉口处，10

多根废旧电线断裂后搭在人行道上，市民
从此通行很不方便，部分行人还曾被电线
挂伤，问题已经出现两个多月，希望有关部
门对此进行清理。晚报记者 汪永森 整理

元旦、春节、清明、五一，十一、中
秋……一年365天里，除了这些传统节日
外，还有多少节日让我们能想起？在生活
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生活在钢筋水泥建
筑成的房子里，端坐在电脑屏幕前的你，
是否还记得那些被我们遗忘的，却又值得
我们纪念的节日？

晚报记者 詹莉莉 实习生 桂银

3月17日“国医节”，九成网友不知道
郑州晚报：今天的话题依然跟健康有关，是

关于“中国国医节”的，有人听说过这个节日
吗？不知道的同学请举手，呵呵！

白色：什么是国医节?难道是中医节？
申朝公：真是第一回听说，在学校时候，老

师没教过。
剑神白狼：我学了六七年医学，今天也是第

一次听说，也没有听教授说过呀！
郑州晚报：是这样的，3月 17日是“中国国

医节”。“国医”即“中医”，是我国的国粹，具有悠
久历史，看来大家都遗忘了它。

（记者调查：对于“国医节”，晚报群里绝大
多数网友表示从未听说过，只有不到一成的网
友表示，“偶然看到了，所以知道。”记者随后采
访了河南省中医学院的10位研究生，只有一位

表示听说过，但对时间、来历等一概不知。）

网友提议：应该复兴国医
飞狐：现在看中医的很少啊，感觉马上要被

西医取代了，应大力提倡复兴国医才对！我认
为中医比西医好，例如针灸，不用吃药打针，轻
轻扎两下一切就OK，不服不行！

仔仔哥哥：我为中医骄傲，最起码比西医便
宜啊！

申朝公：西医确实比较直接，哪痛治哪，但
中医是全面而辨证地治病，虽然慢但稳固。

剑神白狼：中医疗效太慢，不是重病一般都
不会用它。

Terry-田鹏：中医并非是疗效慢，有些疾病
针灸一下就能见效。有一回我扁桃腺发炎，疼
得要命，中医大夫只在我手上扎了一下，就立马
不疼了。

专家讲述：国医节的来历
据河南省中医院毛德西教授介绍，1929年

2 月，国民政府卫生机构的主管俞云岫要求取
消“旧医药”，当时遭到中医药界人士的强烈反
对和抗争。同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二
百多个团体，三百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大会，
高呼“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
并上南京请愿，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民心民声，
国民政府不得不撤除取消“旧医药”的决定。为
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医学界人士将 3月 17
日定为“中国国医节”。算起来，“中国国医节”
已有80年历史了，但没被国家正式确认。

近年来，中医界人士关于设立“中医节”的

呼声越来越高，不少两会代表也建议，应尽快恢
复“中国国医节”。

3月里，哪些节日被我们遗忘？
郑州晚报：大家知道3月里，都还有哪些节

日吗？
申朝公：刚百度了下，全国科技人才活动

日，是3月18日！
火：哇噻，我也找到了，3月21日那天里节

日最多，一共有5个呢！世界森林日、世界儿歌
日、世界诗歌日、世界睡眠日、消除种族歧视国
际日，接下来的22日是世界水日，23日是世界
气象日，24日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30日是全
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白色：你们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可是知道他
们有什么寓意或来历吗？

飞狐：这个倒还真不知道。没有想到，仅3
月中下旬就有这么多节日。一年365天，该有
多少节日被我们遗忘啊！

今日聊天话题预告

卖狗是小题大做吗？
17日，晚报刊发一车车狗狗卖到广州、成

为别人盘中餐的报道。市民刘先生来电表
示，记者有点小题大做，南方人的确非常喜欢
吃狗、猫、蛇之类的动物，狗也没有受到国家
保护，为什么不能卖狗吃狗呢？因此，我们聊
天的主题就是，这些狗狗究竟该不该卖到南
方被吃掉呢？

网友“清裳”网友“清裳”图图 网友“飞飞爱厨房”网友“飞飞爱厨房”图（请联系本报）图（请联系本报）

春天到了，在周末的暖阳下，朋友、家人来
到郊外踏青，顺便挖些野菜让舌尖也来踏个青，
是许多家庭踏青的一大乐事，但是有些野菜是
不能随便吃的。到底哪些野菜能吃？哪些野菜
不能吃？在郑州周边，又有哪些地方可以挖野
菜呢？即日起，晚报特向经验丰富的读者发出
征集，如果你知道这些，请拨打晚报热线
67659999告诉我们，以便让更多的市民了解。

晚报记者 李丽君 实习生 韩亚男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野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