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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是中国著名的密玉
产地，密玉在国际上被称为“河
南翠”，在中国，与新疆和田玉、
辽宁岫玉、南阳独山玉并称四
大名玉。而新密盛产密玉的地
方就是位于市区西 20 公里的
助泉村。

先前早有耳闻，助泉村附
近的山上，满山的石头都是玉，
走在路上一不小心就踩到了价
值上万的玉石。昨日，记者驱
车赶往助泉村，踏上了寻宝之
旅。出新密市区往西，一路上

树荫覆盖，凉风习习，狭长的道
路，时而出没，时而起伏，为密
玉之乡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车进助泉村，穿梭在村子
中间，两边是一排崭新的小平
房。记者看到，两旁的房屋上
都挂有“销售密玉”、“玉石加
工”的字样。同行的密玉经销
商马先生告诉记者，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助泉村人几乎每家
都有几块“宝贝”。

马先生说，密玉按色泽不
同分绿、红、白、黑四种，以深绿

为佳。
密玉在古时即被开发利

用，多用来制作烟嘴、手镯等小
件。《礼记》、《内经》上记载，黄
帝探密采玉，密山即现在的景
区所在。清光绪年间，密玉已
有开采。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密玉
矿采得一块“玉王”，由六位雕
刻艺术家花了半年时间，雕刻
出了让外宾震惊的玉雕艺术
珍品，名叫《中国健儿攀登珠
穆朗玛峰》，被周总理誉之为

“国宝”。
2005 年 11 月，助泉村玉矿

开采出一块高 1.56 米、最大宽
度 78 厘米、重达 1.8 吨的玉石，
是 1949 年以来，新密发现的最
大的一块玉石，比 1960 年发现
的大玉石重0.45吨，堪称“密玉
之王”。

随后，密玉的名气愈来愈
大。“密玉因其质优品精而载誉
海外，深受广大客户欢迎，产品
远销东南亚、美欧及非洲的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密玉所含矿
物质与人体频谱和谐，有很高
的美学和保健价值。”马先生介
绍说。

40 岁的助泉村民李学建，
用自家的房子开了一家密玉
店。十几年前，20 多岁的李学
建大学毕业后，四处寻找工作
无果，毅然回到了家里，做起了

密玉生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
是“走投无路，被逼无奈”。

李学建大学专业学的是
美术，擅长画山虫鸟兽。记者
看到，他的玉石店里，摆放着
许多奇形怪状的用密玉雕刻
动物，“老鼠、龙、燕子，这些都
是我亲手雕刻的。”李学建说，

“雕刻什么样的动物，主要看密
玉的成色。”

“十多年前，家家户户都
有几块价值连城的玉石，许多
村民盖房用的根基石都是密
玉。”李学建说，“那时候，人们
还没有意识到密玉的价值，许
多玉石都被破坏掉，直到几年
前，密玉的名气在国内逐渐被
人所知。”

记者让李学建看了一下自
己随手从山里捡来的深红色石
头，“加工一下，做成观音或者
佛，卖个几十元没有问题。”李学
建说，“这块颜色浅绿色的，加工
下，会卖到近一百元。”

据了解，目前，整个助泉
村有近 60 户村民在做玉石生
意。每个周末，前来捡玉石买
密玉的外地游客络绎不绝。
助泉村，从一个默默无闻小村
庄，瞬间热闹了起来。“每个村
民的家里，都有几块值钱不菲
的玉石，我们靠玉生活。”李学
建说。
新密播报 刘客白

密玉之乡寻“宝”记

随手捡来一块石头值百元
消费后商家不给发票
合理吗？

近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
在消费完向商家索要发票的
时候经常会遇到“本店发票已
用完”、“过几日再给发票”等
诸多推辞。市民王女士就遇
到了这种尴尬。王女士在新
密市某家新开的饭店就餐完
索要发票的时候，被饭店工作
人员告知，饭店刚开张还没有
发票，最后饭店给王女士便宜
几块钱了事。市民张先生也
有这种困惑，他说：“去饭店吃
完饭索要发票的时候，店家用
月底了发票用完了这样的说
辞推脱，有时候想着怕麻烦也
就不了了之。”

针对此类现象，京原律师
事务所马要朋律师说：“经营者
以月底没有发票或其他借口为
由拒绝向消费者提供发票，违
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
十一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
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
索要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
时，经营者必须出具。如经营
者不出具发票的话，消费者可
以拒绝付款或者向税务机关举
报。”
新密播报 田俊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