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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8时许，棉纺路巡防队员孙义和同事
在建设路工人路交叉口北侧的绿化带内一黑
色塑料袋中发现37发猎枪、霰弹枪和步枪子
弹。“这些子弹都没用过，尤其是猎枪子弹，一
旦被重物砸到，就可能发生爆炸。”民警分析，
这应该是市民存放的老子弹，因国家不让私人
存放枪支弹药，就悄悄拿出来扔掉。民警表
示，市民可直接把子弹交到派出所，就说是在
路边捡到的就行了，民警一般也不会去追究子
弹的来历，而随意扔到路边，则可能会伤了无
辜市民和好奇的孩子。
郑州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文/图
线索提供 宋女士（稿费50元）

昨日9时许，市民宋女士来电称，西流湖
公园佛光寺段，有人在湖内养大量的鹅，这些

鹅在岸边留下大量羽毛和粪便，不仅对湖水
造成污染，还让来湖边游玩的人很是难受。

现场三官庙巡防队员介绍，这些鹅是
私人养的，多时水面上有 300 多只，少时也
有 100 多只。西流湖巡湖人员驾小舟把鹅赶
到岸上。“湖内有水后，有人把这儿当成自家池
塘了。”管理员王先生说。随后，管理人员找到
了养鹅人贾某，贾表示会将鹅圈养。
郑州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俸维秋 文/图
线索提供 宋女士（稿费50元）

37发子弹扔路边，挺危险
民警:子弹可直接送派出所，说是路边捡的就中

西流湖哪来这么多鹅？

明知是工业用盐不能吃，可李芳（化名）仍从不明商贩手里买来加工“串串

香”。“这个工业盐做的串串香，你会吃吗？”昨天，面对法官的问话，站在中原

区法院被告席上的她很干脆地回答“不吃”。

去年10月份，郑州市盐业局联合公安部门在南三环查获一假食用盐制造窝

点，现场查获假冒的“卫群”牌食用盐以及“长舟”牌、“桂花”牌工业用盐共计28

吨，另外约有20吨的工业用盐已流入河南市场。因该黑窝点老板尚未被抓

获，已售出的假盐到底去了哪里成了市民们最关心的问题。而昨天受审的5

人都参与销售、购买并使用假盐。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李钟鸣

3起假盐案昨公开审理

她为啥不吃

自家串串香？

图便宜用了工业盐

“宏博”牌、“长舟”牌假盐千万别买

与李芳、赵某使用
假盐不同，杜某等 3 人则是涉嫌销售假冒
的“卫群”牌食用盐。

杜某、白某是夫妻，二人在中原区须水
镇开了一家烟酒商贸店。2013年11月底，
他们先后以低于正常价近一半的价格从他
处购买假冒的“卫群”牌精制碘盐 20 余箱

（50 袋/箱，400 克/袋），在被盐业管理部门

处罚后，仍继续出售假盐给
另一家粮油店老板宋某，从中牟取差价。
而宋某也怀疑这些盐的真伪，但因价格低，
没经住诱惑大量购买并销售。

法庭上，当法官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
销售的盐是假盐时，杜某等人支支吾吾。
线索提供 王新 若禺 周逸

工业盐冒充食用盐，两个黑心商贩出庭受审

3个销售假盐的也同时受审

李钰冰 图

昨天上午 10 点，被告人李芳因涉嫌触
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而
被带上法庭。

35 岁的李芳，从老家新乡来到郑州
后，租住在中原区郑棉一厂生活区，平日经
营着一家“串串香”加工作坊。去年9月的
一天，她的作坊内来了一名陌生男子，向李
芳销售一种大袋装的“食盐”。

“一袋50千克才卖50块钱，想着便宜就
买了一袋。”李芳说，她也怀疑这些盐的“身
份”，但该男子告诉她许多商户都用他的盐。

12月21日，李芳被例行检查的郑州市
盐业执法人员发现使用假盐，经调查李芳
的行为已涉嫌犯罪，将她移交给了公安机
关，此时她购买的假盐只剩下20千克。

“这个工业盐做的串串，你会吃吗？”
面对法官问话，李芳摇头小声回答“不吃”。

同案还有李芳的老乡赵某，他平日靠
卖自己腌制的酱菜为生。“我也是遇到一个
卖大袋盐的男人，看着和咱吃的盐差不多，
又便宜，就买了一些。”赵某花200元买了4
袋共计 200 千克的“宏博”牌、“长舟”牌假
盐来腌制酱菜，被查获时剩下 125 千克。
问及赵某吃不吃这种盐腌的酱菜时，他迟
迟不愿回答。

“这些所谓的大袋盐根本不能用来生
产加工食品。”中原区检察院检察员侯旭红
介绍，食盐在我国实行专营专卖，河南地区
销售的都是“卫群”牌精制加碘盐，而上述
两名被告人购买的假盐均系工业用盐，不
含碘元素，长期食用会对人体造成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