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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本报讯 “我们路过金

台区宏文南路时，看到绿

化带里的树上结着红色的

小果子，看起来红彤彤很

诱人，这种小红果能不能吃

啊？”日前，市民王先生拨

打本报新闻热线反映此事。

笔者来到金台区宏文

南路，看到路边绿化带里，

有多棵挂着红果子的行道

树，红果子配着绿叶子，看

起来很漂亮（见右图）。笔

者询问多位路过的市民，

他们均表示不知道此行道

树是何树。有些人疑惑地

问，这些果子也不知道能不

能吃？就此问题，笔者咨询

了市植物园园林绿化科工

作人员白芳芳。她解释说，

这种植物叫楸子，又名海棠

果，梨果卵形，是冬季观果

植物。这种小果虽然具

有生津、消食之功

效，但效果不大，

不建议大家采

食这种果实；

而且这些树木

作为绿化树，

园林工人也会

定期对它们喷

洒农药。 

 （田艺）

本报讯 “一盘草

莓、两个面包、手机、卡

通人物”……这些作品

看似货真价实，实则都是

“卖萌”的石头画。近日，

岐山蔡家坡三国小镇一家

工作室的创意石头画走红

网络，吸引了不少网友点赞

转发。

创意石头画的作者裴

永刚是一名河南籍 70 后。今

年 5 月，经过多方考察，裴永

刚在蔡家坡三国小镇开了家工

作室。笔者在工作室看到，到处

摆满了大小不一的石头，而每块

石头根据形状，配上了相应的图

案。有块石头形似我们使用的手

机，就被画上了手机键盘和屏幕。

还有草莓、面包、西瓜等石头画，看

起来栩栩如生（见上图）。

裴永刚说，他作画的石头都是

从渭河捡来的鹅卵石，各种奇形怪

状的石头，在他手里都可以变成精

美的摆件。裴永刚告诉笔者，2016

年 9 月，他偶然从河边捡到一块圆

石头，随手画成了一颗彩蛋，发到

微信朋友圈后，收获了很多点赞与

好评，于是便有了搞创意石头画的

想法。“捡回来的石头要先清洗，

然后根据形状大致构图、打底色，

最重要的过程就是绘画，最后上光

油，搭配底座或支架后才算完工，

我画一块石头最快也要 3 天。”裴

永刚说。

“这次把家搬到宝鸡，是觉得

这里文化底蕴深厚。我到宝鸡后已

经创作了 100 多件作品，目前正在

筹划创作关于社火脸谱的系列石

头画。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活动，

邀请宝鸡的朋友来参与DIY 创意

石头画。”裴永刚说。

              （罗琴）

本报讯 近日，一场别致新

颖的婚礼在市区举行。一对坐

着马车的新人从街头走过，引

得市民纷纷驻足观看。

新郎叫侯鹏程，这样特

别的婚礼就出自他的创意。

侯鹏程告诉笔者，他和新娘

陈旭雨相爱多年，一直想给

她一场新颖又难忘的中式

婚礼。之前，他想用抬轿子

的方式，可市区清姜大坡

不好走。后来他和金台区

一位养马的朋友商量后，

打算花 2000 元雇一辆马

车迎亲，还能省去租用豪

华婚车的高额费用。因

为举行婚礼的酒店离新房比较

近，亲朋好友可跟在马车后面步

行至酒店，既浪漫又环保。侯鹏

程向新娘表达了这个想法后，得

到了新娘及其家人的支持。

当天上午 10 时许，一对

新人坐着马车从市区清姜路姜

城花园小区出发，在亲朋好友

的欢呼和簇拥下，向公园北路

一酒店赶去（见上图）。一路上，

这辆独具特色的马车吸引了很

多市民观看，不少人对这种浪

漫环保的娶亲方式竖起了大拇

指。陈旭雨兴奋地说：“我的‘王

子’坐着马车来接我，这辈子都

不会忘记！”    （罗锐 毛露）

蔡家坡三国小镇有位石头画达人

这里的石头会卖萌

坐着马车娶新娘

本报讯 做出拒绝表情包，配上文

字“学习，不聊天”；拿着麦克风的表

情包，配上文字“同学，今天你学习了

吗？”……近日，由宝鸡文理学院大学

生设计制作的趣味“树牌”走红网络。

日前，笔者来到宝鸡文理学院，

发现校园里的树干上、草坪中，随处都

能看见这种颇具创意的“树牌”（见左
图），不时会有学生停下脚步观看。据

了解，这种趣味“树牌”是由该校社

团联合会的大学生设计制作的，从

选图配文到打印布置，都由他们自

己完成，“树牌”约有 120 块，遍布校

园各角落。参与设计制作的一名学

生告诉笔者，他们这次设计的主题是

“我要学习”，主要是为了让同学们开

学后很快进入学习状态。 

 （吉洁 李晓菲）

本报讯 “今天我体验了一次坐公交车上西

府老街的便利，实在太方便了。”市民赵翎高兴

地说。9 月 19 日，为助推胜利塬旅游产业发展，

方便周边群众出行，市公交公司开通了游 19 路

公交线路。

据了解，游 19 路由火车站发车，经市区经

二路、红旗路、中山路、上塬路、太极西路、太极

东路、春晓路、西府路、冬晖街、三丰路，到达终

点站西府天地封神文化主题乐园。首

班发车时间为早 6 时，末班发车时间为

晚 8 时 30 分（冬季为晚 8 时）。

据介绍，游 19 路公交车，每半小时发

1 趟，整点和半点发车。实行无人售票 2 元

一票制运营模式，市民可刷公交卡乘车，支

持手机支付宝支付，免费卡无效。
本报记者 李晓菲

市区至西府老街
“游19路”开通

金陵二桥东桥头河堤路在修 请绕行

宝鸡文理学院——

趣味树牌走红网络

眉县有个人头蜂克星
                  五年摘除蜂巢260余个

斑头秋沙鸭是鸭科

秋沙鸭属的水鸭，身长

约 42 厘米，嘴形侧扁，

边缘呈锯齿状。雌雄鸟

均有羽冠，后趾具瓣膜

的特征。

一般来说，鸭都是

雄鸟比雌鸟漂亮，但斑

头秋沙鸭的雄鸟长得

有点奇异：头至颈白色，眼周则

是黑色；具羽冠，冠下又是黑色；

背的中央黑色，两侧白色，尾

羽则为灰黑色；胸以下白

色，侧有两条黑纹。这样黑

白搭配的雄鸟，看着有点

“非主流”的样子；相比

之下，雌鸟的长相就端

庄多了。雌鸟额至后颈

栗褐色，眼的下方至嘴

基黑褐色；脸颊至侧颈、

喉部白色，背部褐色；前

颈至胸肋灰褐色，腹灰色，

看上去更像传统的鸭子形象。

斑头秋沙鸭繁殖季节主要

栖息于森林或森林附近的湖泊、

河流、水塘等水域中，但更喜欢

低地河岸森林。非繁殖季节则

喜欢栖息在湖泊、江河、水塘、

水库、河口、海湾和沿海褐泽地

带。斑头秋沙鸭冬季在中国曾经

是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长江以

北地区，种群数量相当丰富；但

目前种群数量已明显减少，变得

相当稀少和不常见了，需要加强

保护。

保护秦岭野生动物资源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秦岭野生保护动物——斑头秋沙鸭

  本报讯 人头蜂攻击

性强，且有毒，人们见到

唯恐避之不及，而在眉

县营头镇红河村，有

一位摘除人头蜂巢

的“专业户”袁阿

瞒。五年间他为周

边村民免费摘除

人头蜂巢 260 余

个，被大家称为

人头蜂“克星”。

最近的一次除蜂

巢行动，就发生

在 9月 11 日。

9 月 11 日

14 时许，袁阿瞒接

到眉县齐镇南寨村

谢晓明打来的求助电

话，称自家猕猴桃地里

有一个直径约 30厘米的

人头蜂巢，吓得家人都不

敢采摘猕猴桃。袁阿瞒当即带

上防护服，赶到了谢晓明家的地

里。到达现场后，袁阿瞒远远看到

蜂巢筑在一棵猕猴桃树上，有多只

人头蜂在蜂巢周围乱飞。袁阿瞒换

上防护服，用锯子快速将筑有蜂巢

的树枝锯掉，用灭虫药喷杀人头蜂，

最后用袋子将蜂巢装起来。做完这一

切，前后用了不到一小时。事后，谢晓

明感激地说：“袁阿瞒冒着极大的危

险为我们免费摘除蜂巢，这种助人为

乐的精神让人敬佩。”

据了解，袁阿瞒是一位蜂农，对蜂

的习性较为了解。第一次为村民摘除

人头蜂巢是在 2014 年，当时他只是想

保护村民的安全和蜂农的自养蜂不被

人头蜂吃掉，这件事被人们传开之后，周

边村民只要发现人头蜂巢，就会打电话

请他帮忙。他每年摘除蜂巢 50 个左右，5

年来共摘除蜂巢 260 余个。而在这一过程

中，他逐渐对人头蜂的习性有了一定了解，

做起来就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就坚持给

大家义务帮忙。           （杨曙斌 王菁）

本报讯 “咦，这条路为啥现在走不成了？”近日，不

少市民走到市区金陵二桥东桥头处，欲向南走金陵河河

堤时，看到这里设置了围挡，便发出这样的疑问。笔者了

解到，由于需要对河堤道路重新铺设路面，所以施工方

暂时进行围挡施工。

9 月 17 日 17 时许，笔者在金陵二桥东桥头看到，

几位骑自行车的市民准备向南走河堤路，却发现路口

设置了围挡。笔者从附近新修的一处路口进入，绕行

至河堤路上看到，路面上堆着不少砂石，十几位工人

正在干活（见左图）。据工人介绍，由于此处路面破

损严重，他们按照施工方要求，对这里重新进行铺

设，已经施工了半个月；施工完成后，此处路段将连

通宝鸡文化艺术中心。

笔者发现，目前该路段的围挡范围一直向南延

伸至金陵一桥下，共计 200 多米，目前路面已铺设

了百余米。                   （杨曙斌 王菁）

袁阿瞒摘的人头蜂巢

街头绿植定期会喷洒农药——

绿化带内小红果 不能吃

替您
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