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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朋友、衣冠不整、登门求助……原
来是小偷被警察追得仓皇逃窜而上演的一
场闹剧。

11日晚7时许，家住中原路中机六院家
属院的张女士在家里洗衣服，上小学的儿
子正在里屋做作业。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门刚打开，一个光
着上身的陌生男人突然闯了进来。

男子号称是张女士丈夫的朋友。“我在
外边和女人打架了，衣服被撕破，快给我找
身衣服换上吧”。

张女士也不敢确定这男子到底是不是
丈夫的朋友，于是赶快到院子里找婆婆。

张女士发现，家属院里来了很多特巡
警二大队的警察。

当张女士和警察一起回来后，这名陌
生男子已经躲进张女士家的厕所里，身上
穿着张女士丈夫换洗下来的衣服。

随后，警察还在厕所里搜出一把带着
血迹的尖刀。

原来，该陌生男子刚刚在中原路桐柏路
一家书店偷窃时，被店主夫妇发现。搏斗中，
店主袁先生的手和肚子被该男子用刀划伤。

随后该男子仓皇逃窜，跑到中机六院
家属院后，想以一招“瞒天过海”躲过追捕。

晚报记者 王银廷 文图
线索提供 吴涛

现场：拉蒜薹车当众放水
哗哗哗——哗哗哗——
昨天 12时 30分许，刘庄蔬菜批发市场一

处钢构大棚交易区里，几辆拉蒜薹的农用车当
众放水，“壮观”的场景引人侧目。

隔着老远，就可以听到水流敲击水泥地面
的声音。

“这哪是拉菜呢？拉鱼才会搁这么多的
水！”

“乖乖，这水兑得值，至少两块钱一斤！”
记者留意到，两三辆拉蒜薹的车下都流着

一汪一汪的水。

说法：蔬菜泡水可增重
见有人拿着相机拍照，一名男子立即侧转

身体，挡住农用车不让拍照。
“你这水泡菜，明天要见报了。”一些商贩

围着拉蒜薹的司机，笑着和他打趣。
男子笑了笑，他说，这有啥稀奇的，我们来

卖菜，不在车厢里弄点水，一路上风吹日晒，拉
到郑州恐怕菜都要干了。

据一名来自中牟的蒜农私下里介绍，从去
年至今，大蒜价格一直往上涨，有些蒜商都挣
了上千万，最少的也挣了几十万。在去年暴富
行情的激励下，今年有更多的蒜商和资金投到
了炒蒜中。

“你到俺们那里去看看都知道了，蒜薹还
没收上来，都有人给买光了。”姓杨的中牟蒜
农讲，今年新收的蒜薹，经销商们收购后，八
成都直接放到了冷库里，想在年底时再出库
卖个好价钱。只有两成的蒜薹拉到市场里
来卖掉。

“拉到市场里卖的蒜薹，大多是不太好的，

你看，有些蒜薹都黄了，这肯定是库存前挑剩

下的。”姓杨的蒜农说。

与蒜农说法相印证的是，在毛庄蔬菜批发

市场的冷库前，停着五六辆装满蒜薹的大货

车。正往冷库里存货的货车上，都坐有两至三

个人，他们把一些不适合入库的蒜薹挑出来，

堆在一边拉到市场里出售。

“在车厢里用水泡过的蒜薹，只能运到市

场里卖掉。用水泡后，不仅可缓解蒜薹发蔫，

同时也可以增加重量。”菜贩说。

调查：水泡菜已成菜贩“潜规则”
“干卖菜这一行，谁不往菜上淋水，谁就赔

死了。”采访中，一些菜贩自揭行业“潜规则”，
并称这是约定俗成。

在毛庄蔬菜批发市场和刘庄蔬菜批发市
场门口，不时可见菜农模样的男女开着三轮
车驶进市场大门。无一例外，拉着蔬菜的三轮
车上，都盖着衣服或塑料布。许多三轮车驶过
之处，水淅淅沥沥洒了一路。

刘庄一家蔬菜购销商行的负责人称，给蔬菜
上淋些水，一是给蔬菜保鲜，二是给蔬菜增重。

“给菜上淋些水，保持蔬菜的水分，让蔬菜好卖一

些，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用大量的水直接浸泡

蒜薹或其他蔬菜，这种行为就有些过分了。”

一些不断抱怨菜价上涨的市民说，今年蒜

薹一上市，零售价就达到每斤3块5，批发价也

在两块以上，经销商们的利润已经够高了，现

在这些人不满足于眼前的高利润，还用水直接
浸泡蒜薹。

敲开门，男子开始表演
我是你老公的朋友
衣服撕破了
快给我找身衣服换上

一车蒜薹，半车厢的水
给菜淋些水保鲜无可厚非

直接用水泡菜就有些过分了

一斤水能卖多少
钱？至少两块！昨天
中午，在郑州市刘庄蔬
菜批发市场，一辆拉蒜
薹的农用车当着众人
的面，足足放出了将近
半车厢的水。拉蒜薹
车俨然成了拉鱼车，放
水时甚至形成了一道

“壮观”的瀑布。如果
不是亲眼所见，谁也想
不到一些蔬菜经销商
模仿着“注水肉”，正干
着“注水菜”的营生。
晚报记者 熊堰秋 文/图

嫌疑人接受讯问

车 厢
打开，水
流得像瀑
布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