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风采

错了就改

●9月1日B4版《我不能
逃避我的责任》第五部分第
二段：“被他言辞拒绝”，“言
辞拒绝”应为“严词拒绝”。

●9月2日A11版《小伙带
娘上大学，众人齐援手》第二
部分第二段：“又将妈妈的腿
到床上”，根据文意，应为“又
将妈妈的腿放到床上”。

●9月2日A18版《唐口选
煤厂百余员工 前七月产精
煤百万吨》第9行：“施行产量
定资，以提供员工积极性”，

“提供”应为“提高”。
●9月2日A22版《中国足

球的开学第一课》第三部分
第二段：“为一时一地之绳头
小利”，“绳头小利”应为“蝇
头小利”。

●9月2日A6版《年龄最小
烈士仅14岁》最后一句：“包括
14岁的王朴”，“朴”应为“璞”。

●9月3日A4版《徂徕山
起义》“1937年1月1日”应为

“1938年1月1日”。
●9月3日A7版《一个村

的铮铮铁骨》第二部分倒数
第四行：“林凡义沉一面派人
将进村大门关死”，“沉”字多
余应删除。

●9月3日B3版《“眼盲”3

年，贫困女孩换上洋角膜》第
四段：“但是让他们一家人没
想到的时”，“时”应为“是”。

●9月4日封二《自爆礼单
的“叛徒”难载反腐重任》第
一段：“近日，湖北一央企职
工向纪委和媒体自爆了单位
的一份”，“一份”之后漏掉了

“送礼清单”。
●9月9日A4版《在安邦

买房不成 五个月才拿回30

万》第四段 :“但中介一直推
脱”，“推脱”应为“推托”。

(感谢读者潘京华、张德
刚、周而复始、赵连英、高爱
华、徐连泉、李朔、李峰、李来
润、刘允辉的批评指正)

来 稿 请 投 q l w b d z @
163 .com

9月9日A30版头条，记者许恺玲
对网坛巨星小威廉姆斯荣获第18个
大满贯冠军慨叹不已。这则新闻中，
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小威的神勇
无敌夺冠无数，而是她在赢得比赛
的那一刻倒地哽咽——— 冠军的荣誉
在层层叠加，对夺冠的渴望和喜悦
却从不褪色。假如小威是中国人那
将怎样？各种“代表”各种“委员”加
上“小威精神”，那是必须的。

同日A7版，有一篇陶玉山写的
短文《40年前的中秋味道》。1975年
的中秋，要凭票买到月饼并不容易。
父亲带回的6个月饼，让下乡的哥哥
姐姐带走两个，其余的四个被整整
齐齐地切成16块摆在盘子里。月饼，
给清贫的日子带来美满和美丽。今
天，月饼花样翻新应有尽有的时候，
中秋的庄严和温暖其实并没有丝毫
消退，但是，它需要我们去发现和珍
惜。富裕的日子里，生活的美丽只能
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

A15版《端着铁饭碗还拿村集体
分红》，说的是浙江省玉环县600多名
公职人员“啃农”1400多万元的事儿。
农民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也
是最大的弱势群体,而一旦农民有了
一点利益，各种黑手却从四面八方蜂
拥而来。屁事儿不干却要分红，这样
的人只配两个字：恶心！

9月8日A11版通栏标题《10元一
斤的有机芹菜，不值这个价》。市场
经济，随行就市，照理说没什么值不
值的，但是，“有机”蔬菜和普通蔬
菜，价格上那可差大了，比如4元1斤
的芹菜，一“有机”就卖到12元；4元
能买一棵白菜，一“有机”就卖20元。
山东省工商局经过比较试验发现，

“有机”蔬菜和普通蔬菜相比较，农
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指标基本相
同。就是说，“有机”蔬菜该打药就打
药，该污染就污染，所谓“有机”，那
都是逗你玩儿的。

拿着诚信当儿戏，“有机”就是
这么来的。 (盖方鸣)

一对在农贸市场卖
菜的农民夫妇，今年中秋
节雅兴大发，到枣庄凤鸣
湖边吹边唱，以一己之
力，为节日营造欢乐祥和
的气氛。

摄影 顾为民

你说我说
“有机”是怎么来的

“孩子”在哪里

文暖：9月1日A10版《孩子当
玩物大姨要做菜》，通篇读下来，
除了第一段中提到“让前来游玩
的游客尤其是孩子们非常兴奋”，
其余地方就没有孩子什么事儿
了：文中提到两位抓着水母玩的
游客，并没特别说明是孩子，并且

“专家提醒”里专门声明了水母会
蜇人，谁会让孩子随便玩呢？题
目若为“有人当玩物有人要做
菜”，应该更符合实际情况。

编辑者说：记者在现场随机
采访，遇到孩子、游客及带着孙子
的大姨。如实叙述，做题的时候把
孩子和大姨突出一下，个人感觉
比“有人……有人”更好一些。

喝水太多

周广清：9月3日A13版《村子
三面环水，村民外出拉水喝》第
三部分第一段“为了解决吃水问
题，他一次要买十桶矿泉水，只
作为饮用水，一天就要用去十
桶”，现在市场上常用的矿泉水
桶，净含量一般是18 . 9L的，即使
再小一点，只作为饮用水，一天
用一桶也很充足，用不了十桶。

编辑者说：记者解释，张先
生经营的是一家诊所，病人及病
人家属来往很多，水主要是他们

喝的。这里的水桶看上去略小一
点，但总体用水量的确不少。

户数对吗

朱永胜：9月4日A5版《15元
一斤，姜汁藕片都成了大餐》第
一部分提到：“不光李延富，整个
大王庄镇都以种生姜为主。这里
400多户人家，300多户种生姜”。
大王庄镇是莱芜生姜种植面积
排前三的镇，怎么可能只有400

多户人家？文中说的应该是李延
富所在的村才对。

编辑者说：读者分析正确。
记者解释，“这里”是指李延富所
在的东上崮村。两个记者写稿，
整合的时候出现疏漏。

原因不明

刘学英：9月3日A14版《殴打
值班护士醉酒男子被拘留》，文
中第一段“近日,滨州一男子因为
醉酒后殴打医护人员 ,被行政拘
留12天”及倒数第四行“两名男
子对值班护士大打出手。造成值
班护士前额裂伤,出现脑震荡,住
院治疗。警方经过调查,给予肇事

者行政拘留12天的处罚”，像这
种无故尤其是醉酒后殴打医护
人员的恶行应该严惩，但两名肇
事者只拘留了一名，为何放过另
外一名？应该说明原因。

编辑者说：经了解，另一名
打人者经过“调解”，就是做出赔
偿获得谅解，之后被释放。原稿
中的确应该说明一下。

用醋洗菜

王玉堂：9月4日A13版《盐除毒
是误区，碱和醋才有效》，文中说：

“根据农药的属性，一般农药属于
酸性物质，所以生活中用碱或者
醋等碱性物质可以跟农药发生化
学反应，从而达到中和的作用”。
醋是不折不扣的酸性物质，用醋
水洗菜不会中和农药残留。山东
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王明林曾专门做过一个实验，
分别用清水和盐水浸泡清洗蔬
菜，检测发现，其实两种方法产生
的效果“差距不大”。他还认为，有
些人喜欢用淘米水、碱水洗菜，其
实也没有多少道理。盐水、碱水都
不是相对平衡的溶液，反倒可能
把蔬菜中的营养物质溶出，使大
量维生素在清洗过程中损失掉。

编辑者说：家家要吃菜，菜
菜不放心。蔬菜不仅有农药残
留，还有其他污染。目前，除了清
洗浸泡，还没有其他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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