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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父亲“你该回去回去”
前天中午，刘老汉把玉米地里的草拔完后

回家。
儿媳淑娟（化名）给老人端来消暑茶水，又

忙着做饭。
家人、邻里都知道，淑娟的丈夫刘某，在郑

州又找了一个女人，淑娟的亲生儿子跟着刘某
在郑州。

“我现在去看孙子乐乐！”下午 2点半，老
人放下碗说。他这样做，是想安慰儿媳，“只要
我不死，谁也不能把你怎样。”

下午 5点多，他在郑州汽车中心站下了
车，打通儿子刘某的手机。

“你来干啥？”刘某没等父亲说完便挂断电
话。

刘老汉再次打来：“我不要你接我，你给我
说说你的厂在哪里，我自己过去。”

“你该回去回去！”说着，刘某挂断电话，老
人再打，他不接了。

刘老汉找到大孙子刘杰
刘杰在二七区打工，16岁的刘杰，1岁时

父母就离了婚，母亲远嫁他乡。
“嫁到哪里，我问了很多人，都没有找到俺

妈。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俺妈长啥样。”
见到爷爷，刘杰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刘某

推说自己忙。
“你请俺爷吃个饭吧。我一会儿带着俺爷

去找你。”刘杰说。
“就这吧！”刘某不耐烦地挂了电话。

爷儿仨打成一团
晚上 9点多，刘杰带着爷爷，找到了刘某

的工厂。
刘杰敲门后，门开了个缝，刘某第三任妻

子赵丽（化名）开了门。看到刘杰后，她立即把
门关死。

刘杰再敲门，没人应答。
刘某经常开的面包车停在厂门口，刘老汉

大声叫着刘某的名字。
“再不出来我就砸车。”刘杰拎起砖头，刘

老汉也拿起砖头。
砰砰几下，车变得面目全非，刘某开门走

出来，指着父亲、儿子大骂，很难听。邻居报了
警。

特巡警二大队夜巡队员赶到现场。
“我们赶到时，热闹极了，爷儿仨抱着打成

一团。”
他们被移交到电厂路派出所。

“他们把我们的车砸了，拘留他们！”赵丽
对民警说。

“我就是砸了他的车，他太不孝了！”刘老
汉说。

刘老汉说：“我和他妈张罗着给他娶了媳
妇。他把人家赶走。再娶一个，他又不想要。
家里的媳妇他不管，又在这里讨了第三个，将
来还不知道再讨几个。”

记者问刘某，为啥不想让老父亲来他
家。

他没有回答，不时和父亲对骂两句。
线索提供 任先生（稿费 30元）

第三个老婆发火了

城中村藏个假盐制造窝点
昨天一早，市盐业局接到举报，南四环一

个城中村里有个假盐制造点，生产量很大。
盐业稽查大队制定了查处方案，“以前曾

查处过一些，生产窝点没有太多的东西，他们
往往把原材料和制成品放在一个更隐蔽的地
方。”工作人员说。

巧的是，稽查队员准备进入窝点，一辆拉
工业盐原料的车开过来。

司机被控制后提供一个信息，老板在南郭
转盘附近有一间仓库。

赶到地方打开仓库，稽查队员吓了一跳：
“这么多工业盐原料！”

经过清点，初步确认仓库区有近 70吨工
业盐。

一张名片透露假盐销售点
在生产窝点，稽查队员发现了两盒名片，

上面写着“好运批发调料行”，业务员高飞。
记者以饭店老板身份打通高飞的电话。

“高先生，你的调料批发行有没有花椒胡
椒？”

“没有，我这里有大红袍等调料，还有食盐
卖？”

“大红袍什么价位？”
“需要的话，可以见面谈。”
“盐怎么卖，一件多少钱？
“一件40包，二十七八块。”
高飞问记者，怎么知道他的电话。他说，

很少人知道他是高飞，而且印有“高飞”的名片
只发了3张。

暴利是造假盐的动力
一包工业用盐，通过非正规渠道批发的价

格约50元100斤。
简单分装后，可以制作成1斤装加碘食盐

100袋。按照高飞的批发价每小袋 7角钱计
算，这一大包工业盐能赚20元。

按照这个窝点的生产能力，一天可以获毛
利2000元。 晚报记者 董洪刚

刘某，36岁，在秦岭路与西流湖路口附近开工厂。第一位妻子离婚，第二位妻子在
老家杞县，第三位和他住在郑州。

刘杰，16岁，刘某和第一位老婆的儿子，从小跟爷爷长大，在二七区打工。
刘老汉，65岁，刘某父亲，从杞县来看刘某和第二位老婆生的孩子（在刘某厂里工

作）。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假盐贩子很谨慎
“我的名片就发了三张，你咋知道我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