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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到到报报道道，，狗狗狗狗主主人人来来接接它它了了
原来主人就在附近一家停车场工作，出去遛弯时不慎把狗狗丢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
者 苑菲菲 ) 本报1 6日C04版
报道了“南大街振华购物中心
负二层地下停车场的一只狗狗
和主人失散后，于停车场内守
候 等 主 人 ”一 事 ，此 事 一 经 报
道，17日，狗狗主人看到本报后
顺利找到了它。

终于等到主人来接它了。原
来，狗狗的名字叫小黑，17日上

午，看到新闻报道的杜先生在值
了一夜的班后，连家也没回，就火
急火燎地去了南大街振华购物中
心，领回了小黑。久别5天见到主
人，小黑显得很兴奋，一直围着杜
先生打转，“嗷嗷”叫着，还跑到杜
先生腿边用头蹭，不停地撒娇。

杜先生说，小黑现在已经9个
月大了，是去年冬天的时候他在
大润发附近捡到的。“当时它也就

刚出生，被人丢在大街上，饿得爬
都爬不动了，看着它可怜，我就把
它带回工作的地方。”杜先生说，
他今年59岁了，在第一大道的地
下停车场工作，把小黑带回去后，
一直将它养在停车场内。

小黑还不能吃饭的时候，杜
先生就给小黑喝牛奶加碾碎的鸡
蛋，等它再长大些，就给它吃鸡
脖、鸭脖、肉骨头。对小黑的吃食，

杜先生从不吝啬。而小黑和杜先
生也很亲密，工作时，小黑与他几
乎形影不离。而杜先生也会不定
时地带小黑去遛弯，11日那天下
午，杜先生领着小黑去毓璜顶公
园。回去的路上，杜先生跟朋友聊
天的工夫，小黑就不见了。杜先生
说，小黑在振华购物中心的时候
见到了地下停车场，就跟着车跑
下去了，以为到家了。进去之后才

发现，这里没有熟悉的气息，这才
穿梭在车辆之间寻主人，被停车
场工作人员看到，误以为是从车
上跑下来的。

杜先生说，因为都是停车场，
环境差不多，小黑觉得肯定会见
到自己，所以不肯走。而小黑走丢
的这几天，杜先生也觉得心里空
落落的，看到新闻后，第一时间就
赶过去接它了。

想想吃吃纯纯正正的的莱莱阳阳梨梨，，得得到到1100月月中中旬旬
目前市面上的多是“山寨梨”，正宗莱阳梨还没下树呢

从莱阳市区到照旺庄镇
梨园，途经204国道、芦儿港等
地段，路两边随处可见经销莱
阳梨的简易果摊。204国道上一
处梨摊旁，收购商王建国快人
快语：“莱阳梨价格现在是40

元一箱，去年这个时候价格要
高，一箱在45元左右。”

什么原因导致跌价？“种
的多了呗。”收了30多年梨的
王建国苦笑着说，早先也就附
近的芦儿港、逍格庄等几个村
种莱阳梨，现在，只要莱阳地
儿种的，甭管啥品种，都称是

莱阳梨。收获时一起推到市面
上，满街都是梨，批发商自然
要压价。

照旺庄镇党委书记姜海
涛更是给出一串权威数字：莱
阳梨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时，“保护范围”覆盖1 . 1

万亩，也就是说，这1 . 1万亩“适
宜莱阳梨种植，所产的梨为纯
正的莱阳梨”。照旺庄镇作为
主产区，莱阳梨产量近两年来
一直稳定在2 . 2万吨左右。

除当地种植面积扩大外，
栖霞、莱州等地也都种起了

梨，并且纷纷打出“莱阳梨”的
牌子涌到这里卖了起来。虽然
这方面的准确数据很难统计，
但对莱阳梨确实造成了很大
的冲击。

收购商宋先生感慨，知道
这个品牌梨能卖高价，大伙儿
都想沾点光，市场一混，价钱
自然受影响。记者从莱阳市工
商部门了解到，莱阳梨证明商
标被假冒现象比较普遍，全市
每年侵权商标达30万余件，正
宗莱阳梨所受冲击由此可见
一斑。

“现在市面上的梨很多都不
是莱阳梨，真正的莱阳梨还没有
下树呢！”姜海涛说，正宗的莱阳
梨10月中旬收获，这期间的梨品
质最佳。

芦儿港的梨农告王立崇诉记
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地客人为了
吃到纯正莱阳梨，都亲自到梨园采
摘，有些时间不方便的，直接组团

“包养”整棵梨树，现在他的梨园已
有5棵梨树被青岛客商包下。

产区>>

正宗莱阳梨

收获要在10月中旬

现象>>

马路上纷纷卖起“莱阳梨”，正宗的却不多

16日，在照旺庄镇204国道芦儿港村的路段，道路两旁摆满梨摊，都自称卖的是莱阳梨。 通讯员 张政涛 摄

《主人，是你来接我了吗？》追踪

本报记者 赵金阳 韩逸

通讯员 李庆盛 张政涛

中秋将至，一年一度的
莱阳梨文化节也渐渐临近。
近日，不少市民反映，今年买
到的“莱阳梨”口感不佳，价
格也没去年高。更有人怀疑，
正宗的莱阳梨应该还没下
树，但很多道路两旁早已纷
纷 支 起 摊 子 卖 起 了“ 莱 阳
梨”。这是咋回事呢？难道莱
阳梨遭遇了山寨版？原来，很
多市面上的所谓莱阳梨都不
是当地产的。

80元买的军训服

5块钱卖掉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见习
记者 阳佳) 军训完了，军训服
该怎么办？日前有新生反映，学校
有同学在收购新生的军训服，“六
套军训服以内按5元一套，六套及
以上7元一套”。

在鲁东大学，记者拨打了收
购军训服的大二学生小刘的电
话。他告诉记者，现在收购的主要
是偏大号的军训服，7元一套。“小
号(军训服)根本没法卖，因为我
们主要是卖给农民工，中间就赚
个车费。”这位同学表示，军训服
只要完整就好，没有腰带也没有
关系。至于服装收购生意如何，这
位同学不愿谈及。

在鲁东大学做清洁工作的张
阿姨告诉记者，她每年都会从垃
圾桶里捡到学生扔掉的军训服，

“去年就捡了30来套，今年捡了5

套。”她说，这些衣服都还挺新，洗
洗都带回老家分给在农村干活的
亲戚了。军训服卖这么便宜，多少
钱买来的呢？光电专业新生江丽
蓉告诉记者，学生的军训服多是
通过充话费等形式由通讯商赠
送，“在移动充150元，或者联通充
100元就行。如果花钱买，就是80

多元。”
记者随机采访了10名新生，

只有1名新生表示有人来收的话
就会卖，“反正留着也没用。”剩下
9名均表示自己不会卖掉军训服，
一般都选择了留作纪念，或是捐
献出去。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为了更
好地回收利用军训服，该校的青
年志愿者协会会在9月24日,在第
二、三餐厅等地设立三个收集点，
将新生捐助的校服发放给烟台周
边的农民工。协会会员吴晓东告
诉记者，他们已经联系好了学校
东区、后山等地的农民工，“他们
大概需要几百套，但我们也不知
道最后能募集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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