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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人民公园南门，一眼就看到这株古
树。它直径约一米，长在胡公祠前，绿化人员
说，这株古槐至少160岁了。

市民常在古槐下纳凉、跳舞、打球，不亦
乐乎。这棵古槐历经风雨，依旧枝叶繁密。

昨日中午 12 点，中学生们背铁锨、捧蛋
糕赶到这里。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中国自然
之友环保组织河南小组负责人崔晟先生。

十四中政教处主任卢云飞说：“这棵大树
的生日无从考究，但是，我们以给大树过生日
的形式，教育青少年热爱自然，珍惜绿色，启
蒙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影响大家从身边
的点滴小事做起。”

崔晟给同学们讲解河南古树的现状以及

古树保护的意义，自然之友河南小组员工与
同学们一起切蛋糕，给古树送祝福。

师生和市民一起，手拉手唱起生日歌。
同学们还给大树松土、浇水。

古槐下，同学们送上祝福，希望它永远茂
盛，给市民挡风遮雨，送来清凉，送来氧气。

一名同学唱起《好大一棵树》：“你的胸怀
在蓝天，深情藏沃土。”博得阵阵掌声。

十四中师生为何这么爱大树？
卢云飞说，在他们的校园内，有十几棵郁

郁葱葱的柏树，是一道难得的风景。学校多
次扩建改造，都为它们留下空间，为它们的生
长让路。校长原永明爱树出名，他多次说过：

“这些树是我的命根子，是师生的宝贝。”

昨天下午 3点 10分，记者赶到汝河
路与伏牛路交叉口东北角，在世纪联华
南大门里面一个广告牌上，有一个土窝。

每隔 5 分钟左右，就有一只成燕飞
过来落到土窝边上，窝里立即伸出三四
个小鸟头，张着嘴，唧唧喳喳叫着。成燕
用嘴一一向幼鸟的嘴里点过去。

“共有4只，每隔5分钟，两个成年鸟
就来喂一次。”市民赵女士说，这对小燕子
一个月前开始在这里搭窝，3天前，人们突
然听到窝里有小鸟的叫声，才知道这个窝
里孵出了小鸟。

“两只小燕子太笨了，把窝建到这里
面，超市常常上午9点开门，可苦了几只小
鸟，只能在9点之后吃东西。”赵女士说。

虽然每天都有不少人在南门这儿玩，
但是，两只成年燕子根本不害怕，还是来
回给小鸟喂食。

人民公园鸟类生态园的鸟类专家
称，这两只成年燕子并非不怕人，但是它
们的孩子在那里，需要喂食。希望市民
不要动它们的窝，更不要动它们的宝
宝。“有时我们不理它，就是保护它们了。”

昨天下午 5点左右，金水路与未来路
交叉口，一个身影的意外出现，使本来就
拥堵的交通更加拥堵。

他是拦车要钱的：1块钱不行，2块钱
不行……他只认10块钱，而且不给就趴在
汽车引擎盖上不起身，手中还不忘在车主
面前晃悠着自己希望要到的10块钱。

很多被拦司机图省事，纷纷掏钱买
“放行”。

“前面的车道上，这么多汽车在避让
啥？”正在附近巡逻的未来路办事处社区
巡防队员侯丙旺和两个同事，走近一看，
才发现一个人正趴在一辆汽车上要 10块
钱，再细看，“他不就是晚报报道的那个只
认10块钱的主儿吗”。

此时，路口值勤的交警也赶了过来，他
们把男子从道路中央带到了人行道上。

“从外表看，这个年轻人好像是有点
精神问题，经过简短的沟通，我们觉得他
的智商应该比较正常，还很灵活，有点装
疯卖傻。”侯丙旺说，在被抓“现行”后，这
个小伙子先是喊口渴，要到附近店中买
水，还用公用电话拨打了两个电话。

巡防队员要看电话号码时，他还灵活
地挡住了。问姓名，他也赖着不说。

经过询问，这名男子在金水路与未来
路交叉口附近拦车，短短10分时间内就要
到了百十块钱。

“你太‘厉害’了，10分钟就挣了百十
块！”围观的市民气愤地说。

未来路办事处社区巡防队队长王亚
军说，他们将把这个男子送到未来路派出
所作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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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宝宝很称职
“买房子”经验欠点

燕子夫妇把家建到超市里
等超市开门才能出门找吃的喂宝宝

“他不就是晚报
报道的那个只认10
块钱的主儿吗”

市民气愤：“你太‘厉害’
了，10分钟就挣了百十块”

读者来电
昨天中午，自

然之友河南小组和
郑州十四中的 20
多名同学，在人民
公园南门，为一株
古槐过了一个特别
的生日。

具有公益性质
的“古树保护网”也
在 昨 日 正 式 开 通
（www.
ancient-tree.com)。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

读者来电

谢谢读者王先生提
供这条线索，请来晚报领
取50元稿费。

拨打晚报热线、QQ聊天、微博留言，都有可能获得“千元稿费”
即日起，郑州晚报推出寻找“千元稿费”线索活动。
我们会审慎对待每一条线索，慎重选一条揭示社会问题深刻，最好是独家、稿件发表后引起社会广泛反响的线索，付给报料人“千元稿费”。
拨打晚报新闻热线67659999，和晚报新闻QQ27255753聊聊，在新浪郑州晚报官方微博上留言，生活在郑州的你，发现新闻后第一时间给晚

报报料，都有可能获得“千元稿费”。
我们，期待你的发现。

发现古树，请告诉我们 发现毁绿，也请告诉我们

闪先生：汝河路一家大
超市门口，不知何时燕子做
了一个窝，现在孵出4只小
宝宝，燕子父母不停地喂小
宝宝，吸引很多人。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晚报记者 廖谦/图

崔晟说：“郑州曾经是一座绿城，我们应
该珍惜无私奉献的大树。酷暑已来，人们常
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古树、大树是我们的老
师和朋友，对它们尊敬和爱护，是我们城市文
明和生态文明的标志。”

自然之友河南小组长期从事古树保护工
作，多次组织志愿者考察河南各个地区的古树。

小组将搜集的古树资料放在“古树保护
网”上，方便人们了解古树信息，同时唤起更

多人保护古树。
“这个古树保护网，也是中国第一个民间

发起的保护古树的专业网站。近年来，郑州
媒体多次报道保护古树的消息，而《郑州晚
报》又是保护古树报道最多的媒体。”崔晟说。

爱绿、护绿，即日起，如果发现古树名木
的线索，请致电晚报新闻热线67659999告诉
我们。发现毁绿现象，晚报同样请你致电
67659999告诉我们。

谢谢读者李先生提
供这条线索，请来晚报领
取50元稿费。

读者来电
李先生：14 日晚报报道的那个

只认10块钱的主儿，又在金水路未
来路交叉口堵车要钱，被巡防队员
抓了。 晚报记者 裴蕾/文

通讯员 李四信/图

晚报晚报1414日的报道日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