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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市罗氏沼虾经纪人一封公开信
全市罗氏沼虾经纪人:

罗氏沼虾是我市六大高效农业特色产

业之一，高邮的罗氏沼虾产业发展到占据

全国产量的1/4、年产值达12.7亿元的规

模,凝聚着广大罗氏沼虾经纪人的心血，经

纪人的深入参与和辛勤付出，全面促进和

推动了我市罗氏沼虾整个产业的蓬勃发

展。但目前市场上，极少数经纪人在服务过

程中骗买骗卖、欺诈虾农，已经严重损害了

罗氏沼虾经纪人在广大虾农心目中的形

象，在行业中甚至流传着“罗氏沼虾产业成

也经纪人、败也经纪人”的传言。针对这一

现象，现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经纪人管理办

法》和《江苏省经纪人条例》的相关规定，高

邮工商局提醒全市罗氏沼虾经纪人在交易

中要做到：

1.在罗氏沼虾经纪过程中，要持照经营

并依法取得经纪人资格证书；鼓励经纪执

业人员联合起来，成立经纪人专业合作社

全程服务虾农；

2.在罗氏沼虾虾苗经纪过程中，不得利

用虚假信息，欺骗虾农、骗取中介费等损害

虾农利益行为；

3.在罗氏沼虾经纪过程中，不得通过诋

毁其他经纪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

段承揽业务；

4.在罗氏沼虾经纪过程中，不得作引人

误解的虚假宣传，欺骗农虾、客商，损害高

邮罗氏沼虾产业形象行为。

对未做到上述要求的“经纪人”，高邮

工商局将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经纪人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依法查处。同时，依

托省工商局“江苏省优秀经纪人”和扬州工

商局“市十佳农村经纪人”评选平台，树立

优秀经纪人典型，服务罗氏沼虾产业发展。

希望全市罗氏沼虾经纪人和广大虾农，对

发现的无照经纪、坑农害农等违法行为，及

时通过拨打12315或84068050进行举报。

扬州市高邮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0一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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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女治病父女住车库 素不相识热心邻居募捐忙

“这家人很可怜。”7月30日中午，记者随着募捐倡议者管

正邦先生，走进一对父女租住的小车库内。正值酷暑，车库内只

有一台电风扇在呼呼地吹着。26岁的黄永明呆呆地坐在床边，

她57岁的父亲黄瑞平站在一边向记者介绍女儿的情况：14岁

查出严重的糖尿病，今年春节后引发并发症———尿毒症，皮下

有40斤的积液。如今黄永明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另一只眼

睛急需开刀，否则也会失明。可是，几万元的手术费令这个已经

负债累累的家庭一筹莫展。

为救女儿，母亲每天步行一个小时打工

“孩子也不想生这病，没办法呀！”老实木讷的黄瑞平叹口

气道，今年春节后，女儿身体一直不舒服，他带着女儿辗转南

京、扬州等地求医，被确诊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尿毒症，医院

下了几次病危通知。

“现在，她每个星期要到中医院做3次血透。”为了节省开

支，今年5月初，黄瑞平带着重病的女儿来到高邮，租下了这一

间小车库。“这里离中医院近，方便照顾她。”父亲来照顾重病的

女儿，生活上多少有点不方便，那么黄永明的母亲去了哪里呢？

黄瑞平告诉记者，自己和妻子陈桃英是司徒镇司徒村人，

家里种了六亩田，黄永明的姐姐早已出嫁，在黄永明没有出现

并发症之前，一家人生活虽然清贫倒也平安。谁也没有想到今

年春节后，黄永明的病会越来越严重。

为了给女儿黄永明筹治病的钱，55岁的陈桃英除了种田，

每天还去离家6里多路的服装厂打工。“她妈妈不会骑车，每天

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去服装厂，只能做些剪线头钉纽扣的活，

弄得好每个月有一千多元收入。”

到目前为止，给黄永明治病，家里前后已经花费了近十二万

元，外面还有五万元的债务！可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孩子一只

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急需手术，若要根治，还需换肾。”

而这一切需要一大笔费用，对这个家庭而言就是天文数字！

“其实本来就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黄永明对记者说，“可是真

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素不相识的好人这样热心地来帮助我。”

素不相识，热心邻居募捐忙

黄永明所说的素不相识的好人指的就是南海花园小区的居

民。“孩子的爸爸太老实，他们搬来个把月，我们都不清楚他们的

情况。”这次募捐活动的发起者管正邦告诉记者，前两天，他得知

租住在小区车库的女孩子生了很重的病，为了照顾女儿，父亲每

天就睡在椅子上，每天陪女儿吃点番瓜等蔬果。

“将心比心，谁家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不好过。”今年已经七

十多岁的管正邦是个热心人。当天，他放弃了中午休息时间，买

来粉红纸写下了倡议书贴在父女俩居住的小车库门口。很快，南

海花园小区的其他邻居陆续知道了这件事。两天来，有不少居民

自发来看望父女俩，并你五十、他一百地给他们捐款。

为了最大限度地帮助这对父女，除了写倡议书，管正邦还和

邻居韦奶奶、严在英等一帮热心人一起捧着自制的募捐箱，一幢

一幢、一层一层楼寻求帮助。

“这两天天这么热，他们天天都忙到晚上九、十点！”采访中，社

区居民八十多岁的梅奶奶告诉记者。“好在小区的邻居们都很热情，

几乎每一户都出了钱。”“真是挺感人的，听说父女俩的事，小区马路

对面小面店的女主人来捐款100元，已经搬家不住这里的黄洋赶来

捐了200元，到小区来玩的符桂莲捐了500元，还有一位姓顾的女

士，名字不知道，她特地回家拿来1000元……”管正邦介绍道。

“太可怜了，姑娘才26岁啊！多好的一个孩子啊。要救救这

个鲜活的生命！”第二天一大早，居民严在英带着募捐箱去了蝶

园广场、净土寺广场等人群聚集地方募捐，管正邦表示，南海花

园小区太小了，一共就六十户人家，钱还是太少。大家希望通过

报纸的报道，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家人的情况，希望大家都能伸出

双手帮帮这个可怜的女孩！

采访中，梅奶奶十岁的小孙子梅绽也跑过来往募捐箱里放

了钱，然后把小脑袋钻进了奶奶的怀里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有

十块钱零花钱。”

据了解，南海花园小区在三天里共捐助了9300多元，在蝶

园广场和净土寺广场共募得捐款近2000元，但是这些对于黄家

只是杯水车薪。

女孩想亲眼看看这些好心人的模样

“其实我并不敢想象明天，每天去医院，除了吃饭睡觉就是

打针，要么就是发呆，脑子空空的。”采访中，黄永明说出了自己

的心里话，现在有这么多素不相识的好人每天为她忙碌，令她感

到非常不安。黄永明说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眼睛能够好起来，然

后亲眼看一看这些帮助她的好心人并记住他们的模样。

站在一旁的黄瑞平悄悄告诉记者，现在每天都有邻居来看

望他们，给女儿送新衣服、给自己送好吃的，还为他们捐款。他认

真记下了每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的名字，希望以后可以尽自己

所能报答他们，他的内心充满感激。

当听到黄瑞平这样说，他身旁的邻居连连摆手：“我们帮助

你们不是要回报、不是要报答，我们只是希望孩子能好起来！”

徐雪莹 张晓晖

一批老报纸记载“抗美援朝”
今年7月27日，是朝鲜战争停战协议正式签订60周

年纪念日。这是中朝两国军民迫使以美国为首、曾不可一

世的“联合国军”，在板门店心有不甘签下的停战协议。她

极大地弘扬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东风

压倒西风”。

60年前7月27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朝鲜

停战协定今日签字”的消息。7月29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头

条，还登载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7月27日上

午10时于板门店签字后发表的讲话。是日，《解放日报》头版

一共刊登了13条新闻报道和一幅新闻图片，都是与朝鲜战

争有关的信息。1953年7月29日的《解放日报》第4版，以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胜利”为标题，刊发了16幅我志愿

军指战员在“朝鲜战争”中的缩影，其中有“出国第一仗———

云山之捷、歼敌13000人，粉碎美军在‘感恩节’占领整个朝

鲜的狂妄计划”，有闻名于世的“上甘岭战役”以及空军和防

空高炮部队的英姿。

《松江日报》（1953年7月31日）刊登了“朝鲜战争停战

协定”的“三八线”军事分界线地图，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朝

鲜战争停战的态势。

在我中华儿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中，

《志愿军》报于1951年1月15日创刊。另外，志愿军下辖的

军、师等建制的单位，也创办了一些报刊杂志。1953年7月

29日的《战场》报，即由我志愿军“定州二中队编印”。这份报

纸是日一版刊登的3条新华社分别发自平壤和开城的消息

《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二十七日发表公报（引题）朝鲜停

战协定正式签字（主题）》《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向部队

发布停战命令》《新华社记者报道———朝鲜停战签字仪式经

过》。

现在，再向各位读者介绍几份刊登“朝鲜战争”战况和

“英模人物”的报纸。

1950年12月7日的《大公报》（上海版）头版头条《平壤

解放（主题）美侵略军向南溃退（副题）》。主题“平壤解放”4

个字以醒目的套红字体引人注目，同时，消息配了一幅插图：

中朝两国军并肩战斗在朝鲜半岛的版图上。而且还配发“平

壤介绍”，充分彰显“解放平壤”的重大意义。在这份报纸头版

的左上角则刊登消息《上海各界代表会议闭幕（主题）平壤解

放捷报轰动整个会场（副题）》，由此可见，“解放平壤”是多么

振奋人心的一战。

《东北日报》（1950年12月27日）头版头条《怀抱炸药

冲入敌群（引题）英雄杨根思永垂不朽》。《工人日报》（1952

年11月22日）头版消息《朝鲜战场上出现了中国的马特洛

索夫（引题）志愿军英雄舍身炸敌堡（主题）》。

《光明日报》（1952年12月3日）第四版，刊发署名郑大

藩的“朝鲜通讯”：《伟大的战士邱少云》。

《人民日报》（1952年2月5日）头版，《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士（引题）罗盛教舍身抢救朝鲜溺水少年（主题）广大中朝

战士决心学习烈士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副题）》。

朝鲜战场上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是泰兴人，至今，他

的故乡泰兴还保留“根思乡”。杨根思、

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一批在“朝

鲜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最可爱的人”，

激励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

60年前，为“朝鲜战争”中我志愿

军大捷而专发“号外”是十分鲜见的。

《西南工人日报》（重庆）于1951年6

月 22日专发“号外”，庆祝“朝鲜前线

又打大胜仗”。

这仗中中朝军队歼灭敌军 36000

多人（其中美军损失22000多人），打

落敌机80架，打伤18架。击毁坦克62

辆，击伤23辆。

这份“号外”随报附送，不另收费。

60年前的朝鲜战争，是场物质等

级极其悬殊的角斗，中朝军民以不怕牺

牲不畏强敌的英勇气概，让一切反动派

再现了“纸老虎”的本质。

60年，一个甲子。18万多名中华

好儿女血洒朝鲜战场，愿他们在异国

他乡安息。

珍藏“朝鲜战争”老报纸，回顾这

段中朝两国军民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历史，是因为我们拒绝战争，珍惜和平

生活！

朱军华徐雪莹任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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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设计 张明月

近日，家住南海花园小区的部分居民格外忙碌。他们不顾烈日炎炎，每天捧着募捐箱在小区各楼层住户家来回跑，空闲时，则

到蝶园广场和净土寺广场等人群聚集的地方去募捐，只为帮助小区内一位省钱为女儿治病的好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