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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裴蕾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郑州市老龄委获
悉，来自该部门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8月
底，郑州市共有 185名年龄在 100岁以上的老
人，其中 161名女“寿星”占据了百岁老人中近
九成人数。去年 7月底显示，郑州市共有 174
名年龄在100岁以上的老人。

统计结果显示，本市现有185名百岁老人，其
中女性为161人，男性仅24人。分布的特征是：
农村的比例大于城市，女性的比例大于男性。

今年，我市年龄最大的“寿星冠军”是来自
荥阳市汜水镇汜水村的张培花老人，1899年 4

月出生的她今年已是 110岁高龄了。出生于
1900年的巩义市西村镇赵窑村1组的张六（男）
和新密市苟堂镇的郭信并列位居“寿星亚
军”。而巩义市回郭镇清东村 11组村民张玉
兰、新郑市城关乡瑞庄村刘松妞老人都出生于
1901年，今年都已经是108岁高龄了。

近几年来，郑州市百岁以上老人平均每年
都会增加 8至 9人，今年比去年增加了 11人。
对此，市老龄委负责人表示，生理上的差异和
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女性寿命普遍高于男性。
而百岁以上老人整体数量的增加，与老百姓生
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医疗条件的明显改善等密
不可分。

10多个亲戚也没防住偷菜高手

昨日，在花园口派出所，失主孙进科介绍，
今年，他在惠济区花园口镇赵兰庄的黄河滩地
租了170亩滩地，约有14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全种了花生。本来喜获丰收，可这几天，孙进科
一直愁眉苦脸。花生成熟后，他用拖拉机把花
生全部犁出地面。为了便于晾干，花生带着秧
都暂时散放在地里。黄河滩平日人烟稀少，不
想这些天却频频闹贼。

他介绍，上周至今，他几乎每天清早都会发
现有新的损失。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有30亩花
生被盗了。“白天没事，全是晚上丢的。”

孙进科介绍，他和妻子根本看不过来，无奈
之下，他从老家请来了 10多位亲戚帮忙看守，
却仍是顾了这头顾不上那头。“地太多了，也没
封闭，天一黑照看不过来啊。”他的花生地挨着
一大片树林，他仅在夜里看见过黑影往树林里
跑，却从没看清过对方啥样。

民警披着伪装抓住俩偷花生的

10月19日，花园口派出所民警贺继涛到黄
河滩走访，得知了此事。孙进科介绍，今年花生
在全国范围内有所减产，新花生价格一直走
高。目前花生角市场价已达 4~6元/公斤。孙
进科的花生亩产量约为 160公斤，损失 30亩约
4800公斤，折合成现金为1万~2.4万元。

当晚，天刚黑下来，花园口派出所副所长石
国武就和贺继涛一起潜伏进花生地隐蔽处。晚
8时许，地里果然出现了几个人影，这些人不停
地往返于花生地和小树林之间。

两名警察身披树叶柳条编成的伪装，缓缓

向黑影靠近。果然是偷花生的，警方当场抓获
两名妇女，另两人借着夜色逃走。

昨日上午，逃走的马某和王某向警方自首。

网上偷菜高手：“我就想试试，
真去偷是啥感觉。”

4人的供述中，35岁的田某说的很特别：
“我就想试试，真去偷是啥感觉。”

田某说，她家在花园口镇附近开了家小百
货店，她平日就守在店里。为打发时间，她常用
店里的电脑上网看看电影、玩玩游戏。

今年同学推荐了一款种菜游戏，让她很着
迷，大家都在玩。她空闲时间多，两三个月里就
玩成了高手。尽管现在她刚过20级，却已经有
了近 1000万的虚拟财富。玩友们都说她是神
偷，她也为此飘飘然：“我时间多，算好他们的收
获时间，一偷一个准。”

田某说，她还花钱充游戏币，购买“收菜阿
姨”、“收仔阿姨”、“隐身衣”等游戏道具，最大限
度去偷玩友的果实。

上周二，她听同村人说黄河滩上上百亩花
生熟了，种地的都看不过来，不禁心动。附近一
些妇女孩子手脚不干净，常趁夜去花生地偷。

“我没想真偷人家，只是想尝尝真去偷菜是
啥感觉。”田某对警方辩解说。

经调查，她和马某等人两晚就盗走50多公
斤带秧的花生。田某说的玩游戏上瘾的理由，
警方认为难以信服。

目前，花园口派出所依法对田某、孙某行政
拘留 5天。马某和王某因投案自首，被行政拘
留3天。她们偷的50多公斤花生也被收缴并发
还给孙进科。 线索提供 刘国保

怕“钓鱼”
昨日中午，黄河科技学院多名大学生自发来到绿城广场，用时下流行的“快闪”方式表达

对18岁河南商丘籍青年孙中界在沪遭遇“钓鱼”式执法断指证清白一事的关注。他们希望通
过这样的方式呼吁媒体和公众关注这类“请君入瓮”式的执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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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女子田某是位网上偷菜高手，在网上偷菜习惯了，就想在现实中也
“尝试尝试”，结果，伙同邻居成功偷了50多公斤花生。在网上偷菜没人管，在
现实中偷可不行。田某因此被惠济警方行政拘留5天。 晚报记者 吴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