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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读者

>>今日辩题：陕西烈士陵园卖墓地限葬干部
[新闻扫描] 陕西商洛市革命烈士陵园

管理所在陵园内修建约 600个商业公墓，以
5000~18000元不等出售。管理所工作人员
称，至少是县团级干部才可以葬在这里。

[ 你 来 说 两 句] 短 信 评 论 发 到
10658300607参与讨论（免收信息费），优秀
评论次日公布。

>>昨日辩题：实名制火车票泄露个人信
息 卖废票每张15元

[获奖评论1] 在火车票上打印身份证的
照片即可！号码就不打了！（135****9305）

[获奖评论2] 我出个好主意：在火车站
出站口设个碎纸机咋样？（136****0988）

[挑错有奖]凡读者发现内容有差错的，
欢迎发短信到 10658300607（免收信息费），
有礼品赠送。

手机报春 订报有礼
凡订阅《郑州手机报》的用户，均可参加

手机报组织的每日抽奖活动。今日获奖名
单 ：139****9633；135****3717；135****
0029；150****9215；159****2659；138****
2088；152****7965；138****1559；137****
3970；135****5857。请以上读者带手机来
本报领奖，咨询电话：67655012。

参加《郑州手机报》活动奖品由以下商
家提供：奥斯卡大上海国际影城、真爱KTV
娱乐广场、生存谷彩弹射击俱乐部、金鹭鸵
鸟游乐园、鲁山县好运谷旅游区、浮戏山杨
树沟风景区、洛阳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郑
州集美整形美容医院、郑州丽致龙婚纱摄
影、郑州祺馨色彩顾问有限公司、龙颜男士
SPA养生馆、郑州东东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发送短信zzsjb到 10658300即可订阅
郑州手机报，每月费用3元，无其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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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96334
稿件、图片请投入本报邮箱：cjy@zzwb.sina.net

“骂”有讲究，被骂得越狠越高兴
每年从正月初二开始，三门峡灵宝市阳平

镇的东、西常村两个村子的村民就敲锣打鼓，交
替前往对方村子里指名道姓地挑骂，一直持续
到正月十六，元宵节是高潮。只要反穿皮袄，就
可以站在大鼓上骂对方村的村主任、社火头子，
可以摆供烧香骂大姓的祖宗十八代，可以把萝
卜削成男性生殖器形状往妇女怀里塞。

“被骂到的人呵呵笑，被骂得越狠越欢喜。”
对这一习俗颇有研究的当地退休教师屈思公
说，耍社火在其他地方也有，但是，“骂社火”只
有他们这个地方才有，骂是其特色特点特征，骂
是批评指责讽刺，骂贯穿斗文、斗武、斗巧、斗
富、斗丑全过程，为外地社火所不具备，所以被
誉为“天下奇俗骂社火”。

屈思公告诉记者，只要反穿皮袄，就可以站在
大鼓上骂对方。骂家反穿皮袄，表示自己是畜生野
兽，不是人，说的不是人能说的话，不能见怪。

“骂贪官污吏，骂歪风邪气，骂地痞流氓，骂
违法乱纪，不骂老实疙瘩的庄稼汉、不骂外来异
姓人。不骂揭短话，例如被骂的人没孩子，就不

能骂他‘绝户头’。”屈思公说，不要小看这个
“骂”，很有讲究的，不是谁都骂，被骂的人一般
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今年为啥“骂不起来”？缺钱
2007年，“骂社火”获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2009年又开始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今年6月份将出结果。

在当地，屈思公被称为东、西常两个村中最
有文采的人，两次申遗中都有他的贡献。2008
年，他参与策划的“东、西常骂社火”大型民俗活
动曾“轰动三省”。当时，由阳平镇政府拨款 2
万元，东、西常村各集资 3万多元，浩浩荡荡
3000人的骂战队吸引了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
媒体，让“骂社火”一举成名。

然而，由于缺乏资金，今年到现在还没“骂
起来”。“我们啥都不缺，就缺钱。”电话中，屈思
公的声音显得很无奈。

屈思公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租牲口，如探马
（附近金矿驮筐的马）1天900元，还得管（马）主
人食宿；租服装道具，如流氓袍，到灵宝县剧团
借，得给人家买好烟；租人，开车的、扛旗的、杂
耍的、维护秩序的，耍一次租 300个外村人，每
人工资每天 40元；还有租车、买粉、买炮、张灯
结彩、搞接待……

“就是节省点花，耍一次也得4万多元吧。”
屈思公说，村里根本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村
民们都担心这样下去会后继无人，早晚有一天
要失传，希望有人能够出钱帮助我们，让这种独
特的文化得以延续。”

黄河路文化路过街天桥

即使有路 少有人走
“建是建好了，可是走的人还是少。”昨日，在文化路与黄河路附

近住的市民陈女士说，路口的过街天桥早已交付使用，可是走的人
很少，不少人还是习惯从桥下过马路。

“走天桥还得爬那么多层楼梯。”在桥下等红灯的刘先生说，这
个路口并不是很大，如果走天桥的话相当于绕路了，因此他基本上
都是从桥下走。 晚报记者 张璇/文 周甬/图

碧沙岗公园南门

虽然有门 天天受堵
“天天都这样，我们都习惯了。”昨天上午，经常去碧沙岗公园锻炼

身体的谢阿姨和同伴又是挤挤抗抗了一番才从公园南门“杀”出来准
备回家。连日来，不少市民反映，这里小商贩占道严重，还成了一些车
主的免费停车场。

碧沙岗公园工作人员说，这段小路不归他们负责，但公园经常
派人去维持秩序，“不管用，只要我们一走还是那个样！”

晚报记者 马燕 实习生 毛慧敏/文 马健/图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本报讯 5个孩子排成一排，搬着自家的凳
子，坐在院子里玩“开火车”游戏。昨日，本报报
道后，20多位市民忙着给这组铜塑找“家”，郑州
火车站管委会积极回应。

市民李先生建议，放在伏牛路与汝河路交
叉口处的儿童公园内，主题比较适合；张先生建

议，可以放在世纪欢乐园，这里是以火车为主题
的公园，铜塑又是开火车游戏；于先生建议放在
二七广场，正好可以与德化街上的铜像相呼应；
杨先生建议放在人民公园，因为人民公园内有
一个游乐场，游乐场前边有一个广场，可以放铜
像；也有人提议放在金水河或东风渠边。

有不少市民提议把它放置在火车站广场，专
门做一个突出的小景点。市民李先生说，郑州是

因为铁路才形成大城市，京广与陇海铁路交叉
后，这里最终成了河南省省会，可以说郑州市是
火车拉来的城市，所以，最好放在火车站广场。

对此，记者与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取得联系，
已经看到本报报道的管委会组宣处许元浩处长
介绍，现在火车站西广场的地面和地下都在进
行景观配置的规划，他们将积极和规划部门联
系，力争让这个塑像“安家”火车站广场。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骂社火”曾轰动一时

今年缺钱，“骂”不起了
三门峡灵宝这一独特民俗活动通过本报寻求帮助

三门峡灵宝市阳平镇东、西常村，自
古以来有两村对骂的风俗，被骂到的人呵
呵笑，被骂得越狠越欢喜。这一离奇的

“骂社火”民俗，2007年入选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然而，今年因缺乏资金，面临

“骂不起”的困境。昨日，当地“骂社火”策
划者给本报打来电话，希望寻求帮助。

如果您对这种民俗文化感兴趣，可以
为今年继续“骂起来”提供一定的帮助，请
通过本报新闻热线67659999与我们联系。

晚报记者 袁帅

热水器为啥“发脾气”
原因竟是电池电量不足
本报讯 昨日，家住政通路18号家属院

的闫女士反映：春节期间，她家的奥瑞克牌
热水器使用中爆炸，厂家检验后表示，电池
电量不足导致了热水器爆燃，跟产品质量无
关，维修费需要自己买单。

闫女士称，大年初四晚上7时许，她准备
洗澡，刚拧开热水就听见外面传来一声巨
响，“震得人心惊胆战。”过去一看，原来是厨
房里的热水器发生爆炸，火苗蹿出很高，厨
房吊柜都被烟雾熏黑了。

“正在客厅看电视的父亲赶紧接了盆水
浇灭火苗，并关上了总闸。还好，热水器装
在厨房，并没有人受伤。”这台热水器是前年
花800多元买的，平时使用一直正常，闫女士
怀疑是热水器出现了质量问题。热水器专
卖店维修师傅经现场检查，结论是电池电量
不足导致爆燃，维修费加上门费用共130元，
需要闫女士自己掏。

昨日下午，记者跟随闫女士来到专卖
店。该店负责人李先生解释说：“电池时间一
长老化，电量不足导致打不开热水器，点火次
数太多，煤气从管子一点点放气，聚集的煤气
多到一定程度，引起热水器爆燃。产品本身
的质量并无问题。”由于这台热水器已过保修
期，因此维修更换点火器需要收取费用。

“因电池电量弱导致热水器爆燃的现象
很少见，且情况十分复杂。”市质检局工作人
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闫女士如果对厂家
的解释有异议，可请专业人士查看现场后再
进行鉴定。他提醒广大消费者，用完热水器
后电池应及时取出，不要长期留在电池盒
里，从而避免意外发生。 晚报记者 詹莉莉

读者提醒

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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