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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就有人打电话报名当红娘
近20人“争”一个帮人成就姻缘的名额

为女儿婚事操心的母亲也要找义务月老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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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詹莉莉 实习生 符运武

本报讯 由于越来越多的单身人士找他
帮忙，婚介服务站的工作太忙，62岁的“月老”
吴福银有些吃不消，想让更多人分享他的“甜
蜜事业”。前日，本报以《义务“月老”招红娘》
为题，对老人的求助和愿望进行报道，引起了
众多市民的关注和踊跃参与。

晚报热线成报名热线
昨日一早，就有3位市民打入本报热线，

希望报名当义务红娘。截至昨晚，有近 20
位市民报名应聘。另外，还有多位市民想
通过老人的免费婚介所，寻找自己的另一
半幸福。

昨日一早，家住金水区黄河路的王女士
最早打进电话报名。王女士说，如今，不少年
轻人社会交际圈都比较窄，每天除了忙着工
作，很少与外界接触，转眼间就成了大龄青
年。“如果能为他们牵线搭桥，成就一段姻缘，
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今年 50岁出头的王女士，平日性格外
向，热心助人，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家人和
丈夫也都挺支持她报名应聘红娘。

母亲要替女儿相亲
“女儿还没有男朋友，所以我只好通过这

种方式替她寻找幸福了！”昨日下午，家住纬
二路的杨女士致电记者说，她女儿今年 25
岁，在郑州一家客运公司上班，由于平时生活
圈子较窄，所以至今还是单身，做母亲的她实
在着急。

看到吴福银老人 5年来免费帮助上千对
男女联姻的报道后，杨女士就有点动心，于

是，就想通过吴大爷的婚介所，给自己的女儿
找个男朋友。

从事过法律工作的他要报名
“目前社会上有些婚介是骗人的，老人免

费帮人说媒5年，确实很难得。”昨日中午，家住
航海路的王先生打来电话报名。

今年54岁的王先生是晚报的忠实读者，几
年来，他通过晚报的相关报道，也一直在关注吴
福银老人的婚介所。王先生说自己是个热心
肠，以前从事法律工作，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
如今退休在家闲来无事，相信自己的条件应该
符合招聘条件，同时也有精力胜任工作。

曾成功促成几对的她要报名
在报名的多位热心读者当中，家住兴华

北街的牛女士算是资历最老的一个，因为热
心肠的她，已经成功介绍过好几对大龄青年，
朋友们经常打趣，让她去婚介所当红娘。

昨日上午，她外出办事回家后，邻居们拿
出一份郑州晚报让她看，并说她当红娘的机
会来了。当她一口气将《义务“月老”招红娘》
读完后，在同事的怂恿下顾不上别的，就直接
拨打了本报报名热线。

牛女士笑称，红娘是个赔钱的职业，因为
介绍成功了肯定会请你去喝喜酒送礼，生孩
子还要送礼，但就是这份赔钱的工作，却让她
觉得很开心。“跟吴老比，我还算是个业余红
娘，希望能跟他学习，当一回真正的红娘。”

热心的“闲人”任大姐也要报名
棉纺路办事处五棉社区的王先生说，他

们小区有位“闲人”任大姐，今年 50岁，刚从
五厂退休，很热心，平时在家闲不住的她，现
在正帮朋友免费看店。

昨天一早，任大姐看到晚报后，就托张先
生帮她打电话问问，说自己很想去做义务红
娘，也算做点有益的事情。

昨天下午，记者将这些好消息告诉了“月
老”吴福银。“一直想培养几个有这方面能力
的接班人，帮我把这份甜蜜事业坚持到底，做
大做强，同时让更多的人受益。”面对这么多
热心读者，老人显得很高兴。

接下来，他对这些应聘者进行面试，通过
交谈沟通检验对方是否具备热心、爱心、时间、
精力等红娘基本条件，再从中作出选择。“如果
大多数人都能符合条件，那是最好不过了！”

吴福银还说，最近，有热心人要为婚介所
免费提供办公室、电脑等一系列办公设施，鼓
励、支持他的公益事业。

□晚报记者 董占卿 实习生 袁野

招领：营业执照
Ｔ5路车长司新芳捡到一个装有法人

代表为杨晓龙的营业执照和一份两张组织
机构代码证的文件夹，营业执照是河南东兴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希望失主带上
有 效 证 件 及 时 与 二 公 司 联 系 ，电 话
63780895。

招领：学生卡
三公司 B16 路调度孟庆荣在车上拾

到一张学生卡，卡号为1462770，望失主尽
快到公交三公司认领。电话86020161。

招领：身份证
清洁工在二七区永安社区捡到一张

黑色长方形女士钱包，里面有身份证两张
（郑州市金水区沙口村一号院四号楼的刘
笑影、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五号楼二号院
的李洁）、银行卡7张等，请失主速与张先
生联系，电话13849194605。

寻物：高逸萌的身份证
16日下午6时30分乘坐215路车时钱

包被盗，内有身份证、学生证及银行卡，还
有一张郑州至牡丹江的火车票，学生证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学
生证）和身份证上的名字叫高逸萌，请捡
到的市民能够尽快与高先生联系，电话
13203853133。

帮办热线：67659999 帮办QQ：94675004

我也要当义务红娘

□晚报记者 张柳

本报讯 一年前，一瓶菠萝啤爆炸伤了
10岁的小杰的右眼，问题啤酒瓶被发现属超
期服役。如今，他的父亲仍在为儿子努力维
权，由于另一份司法鉴定显示，酒瓶破损属外
力所致，厂家对其父的赔偿要求不予接受。

一审啤酒厂被判赔偿
2008年 6月 26日晚，在饭桌上，小杰被

一个突然爆炸的“康力鲜菠萝啤”酒瓶炸伤。
经诊断，他是右眼球穿孔伤，外伤性白内

障，一个多月的治疗花去了家中2万多元，还
有1000元交通费。法医鉴定为7级伤残。

与此同时，生产此种菠萝啤的河南康力
酒业有限公司则申请对爆裂酒瓶做了司法鉴
定，得出结论为：酒瓶爆裂是由外力作用形
成。厂家据此认定，酒瓶爆裂致伤小杰并非
因产品质量不合格所致。

酒瓶底部的数字显示酒瓶生产于 2004
年第二季度，而国家建议厂商回收利用旧啤

酒瓶的期限为 2年，这个瓶子已经超期服役
一倍的时间。但厂家对此表示，国家规定仅
仅是“建议”而不是“禁止”。

本案一审由中牟县法院审理，法院认定
啤酒瓶超期使得其在出售前即存在安全隐
患，而消费者在饮用啤酒过程中酒瓶均会受
到正常外力。法院一审判决，厂方赔偿小杰
医疗费等损失共计 96279.4元。厂方随后提
起上诉。昨日，本案二审在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开庭，当庭双方表示愿意接受调解。

酒瓶“超龄”危害性大
昨日下午，记者随机采访了 20多位市

民，大家都对“超龄”啤酒瓶的安全问题很担
心。“希望强制规定啤酒瓶的使用年限。”

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执法督察处相关
负责人说，目前他们还没有接到过关于啤酒
瓶超龄使用的投诉，由于“建议使用两年”的
规定并非国家强制标准，他们也无法将此作
为执法依据进行查处。

线索提供 郑民一 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