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草一木：
近年来，我市生态环境不断优

化，为市民打造了一个秀美惬意、

生态宜居的绿色休闲场所，也成了

鸟类栖息的新环境。但爱护小鸟，

人人有责啊。

主持人：
是的。鸟是人类的朋友，是自

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自然界的宝贵资源。

一草一木：
前几天傍晚，天气很好，我骑

着车到处游荡，当骑到白垤里村附

近的一座桥上时，看到远处的树上

方有许多白点。我仔细一看，原来

是一只只白鹭。一阵凉风吹过，白

鹭在夕阳中展翅飞翔。

主持人：
那景色一定很美。

一草一木：
是啊。我把自行车停在桥头，

沿着绿道慢慢行走，沿途风景旖

旎，令人心旷神怡。绿道周围点缀

着各式花卉绿植，错落有致，构成

了一幅秀丽的生态画卷。绿道两

旁的树木茂密，枝头、水岸边，布满

了白鹭及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鸟，悦

耳的鸟叫声响成一片。

主持人：
环境的改善引来各种鸟，为我

们的生活添加美景，也是我们着力

建设宜居城市的一个成效。

一草一木：
正当我陶醉在美景中的时候，

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回头一看，

我看见一个三四十岁的人正拿着

弹弓打鸟，旁边还有个小孩在助

威。再看树木，一群鸟惊得飞了起

来。旁边的小孩也手痒，拿过弹

弓，捡起石子也要打。我忙过去把

弹弓夺了过来，把他们教育了一

顿。

主持人：
现在倡导保护动物，可千万

不能随意用打鸟来消遣悠闲的时

间了。

一草一木：
是的。可能我长得又黑又壮，

看上去还是挺吓人的。那两个人

倒还不错，马上认错了。现在能看

到这么多鸟的地方很难得，我们应

该多加保护啊。

主持人：
市民朋友要自觉保护环境，守

护鸟类生存家园，做爱鸟行动的自

觉践行者，不能损害鸟类的生活环

境，更不能捕鸟、杀鸟。

树木上的鸟成群美极了
有人却用弹弓打鸟

青春无名：
有一个借收藏之名、赚不义之

财的人。

主持人：
怎么回事？

青春无名：
他是一个收藏的小贩，有时会

在集市上摆摊，摊位不固定，经常

打游击似的换地方。

主持人：
摆 摊 不 是 挺 正 常 的 ，问 题

在哪？

青春无名：
他的摊位上摆着一张对开双

面印刷彩色纸，纸上写着高价回收

旧纸币，并印有不同年代的 100

元、50元、10元……分别对应不同

的回收价格。回收价格很诱人，其

中，最高的是1980年的编号为AA

开头的 100 元纸币。这张纸币成

了问题所在。

主持人：
难道上面的价格是虚标的，根

本兑现不了？

青春无名：
是 的 ，即 使 你 找 到 相 同 的

纸 币 ，他 也 会 找 各 种 借 口 说 不

符合。

有一个在附近卖菜的老大爷

拿了10多张一分钱和两分钱的纸

币去兑换，这钱明明和印刷纸上的

一模一样。他偏偏鸡蛋里面挑骨

头，说大爷的钱的图片中没有阿拉

伯数字，硬是不给换。

主持人：
那奇怪了，旧钱他不回收，为

什么还要打着收藏之名？

青春无名：
这是他的噱头，其实他的主要

目的就是为了卖那张印刷的彩色

纸。2元钱一张，让顾客们拿回家

里自己对照。很多顾客都愿意买，

想着万一在家里找到一些稀有的

旧纸币，就赚了。

主持人：
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青春无名：
是啊，这真让人气愤。我想提

醒附近的市民千万别上当。摊主

黑黑瘦瘦的，个子矮小，大家看到

他最好避而远之。

纸币回收挂羊头卖狗肉
市民千万别上当

Q说说大小事
聊聊烦心事
侃侃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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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
常占机动车道
车主竟搬出
交规教训别人

此刻你在哪：
机动车需要避让行人和非机动

车，结果一些非机动车辆仗着这个

在马路上作威作福。

主持人：
发生什么事了？

此刻你在哪：
我每天开车上下班，在一些路

口等红绿灯时总会遇到一些骑电动

车的人，他们淡定地停在我车前等

绿灯。

主持人：
按规定他们应该停在非机动车

道吧？

此刻你在哪：
是啊，绿灯亮起，他们还慢悠悠

地起步，一下左一下右，呈蛇线路迂

回前进。有时受他们影响，时常得

等两个红灯。

主持人：
虽然多等了些时间，但行车在

路上，安全自然要放在第一位。

此刻你在哪：
经常开车的朋友肯定知道，除

了电动车外，还有些残疾车，他们的

做法完全是拿生命开玩笑。

主持人：
为什么这么说，又发生了什么

事？

此刻你在哪：
有次绿灯亮，我正常通行，旁边

一辆出租车也正常通行。这时，一

辆残疾车从对面车道转弯进我们车

道，在我和出租车前面慢慢悠悠前

进。按喇叭，对方根本不理。我打

算超车，但是他看你往哪边开，他跟

着往哪边挪，就那么淡定地占着两

车道晃悠。我实在忍不住，猛踩油

门，可能他听到发动机猛响也怕了，

急忙打方向靠边。我从对面车道超

过去，总算摆脱了它。

主持人：
残疾车的做法是有些危险，毕

竟这是在马路上。

此刻你在哪：
是啊。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

面。到下一个红绿灯口，那辆残疾

车又出现了。他不开非机动车道，

非要挤到机动车道上，往我在的车

道一停。绿灯了，停在第一辆的车

准备开，那残疾车却占着车道不开，

车上的人下来跟他理论。但残疾车

主理由还很充分，说机动车要避让

非机动车。

月儿：
这段时间，时不时开启下雨的

模式，让人看着有些烦躁。但在一

部分吃货眼里，雨里有惊喜。

主持人：
雨里还有惊喜？

月儿：
“春雷起，野菜生”这话说得一

点也没错，有些植物还专门挑雨后

生长，最具特色的是“岩头木耳”。

主持人：
对的，“岩头木耳”是一种菌类

植物，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岩石和枯

草丛中，下过雨后特别容易生长。

太阳一晒就干瘪了，生长在岩石和

土层上，一到下雨天，它又很快长

成一片，别名叫地木耳、地皮菜、地

软等。

月儿：
最近，我本打算去山上挖笋，

结果收获意外惊喜。我当时走在

一条山路上，无意间看到一旁岩石

边有一团团墨绿色的东西，低头仔

细一看，竟是“岩头木耳”。我立马

开捡，捡了满满一篮。

主持人：
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看似

平平无奇，却很鲜美。

月儿：
以前是穷才去吃这玩意，就像

野菜，没办法才去挖来吃。可没想

到现在流行吃这些东西，野菜、南

瓜藤、番薯藤都上了餐桌。现在大

鱼大肉吃腻了，想念起当年的乡村

野菜，看着是那么的亲切，虽然这

是一种怀旧情结，但偶尔吃一次确

是别有风味。

主持人：
有资料介绍说，“岩头木耳”营

养价值高于同属的各种野菜。它

含多种维生素和钙、锌等矿物质，

但属于寒性食品，不可多食。

月儿：
我捡“岩头木耳”，倒并不是因

为营养价值高，而是让我想起乡村

的层层青山和那清澈流淌着的山

泉水。“岩头木耳”在农贸市场不常

见，想买还得靠运气。而在网购平

台，“岩头木耳”身价翻了几十倍。

我看了看，有些淘宝店卖的“岩头

木耳”，一斤价格高达100多元。不

过，都是干货，食用前需用水泡发。

主持人：
可能是因为这些“岩头木耳”

太难清洗了吧。

月儿：
吃“岩头木耳”确实不是件容

易的事。由于它表面滑腻腻的，加

上长在泥土表面，常携带着沙石，

清洗起来相当费劲。不过，我摸索

出了一套处理“岩头木耳”的方法。

主持人：
什么方法？

月儿：
先用盐或淘米水浸泡二三十

分钟，挑出杂质，再用手轻轻搓洗表

面，捞出后还得用流动的清水冲

洗。搓洗、冲洗两个步骤，我一般重

复两三遍。这样做，它就干净了。

有一种美味常在雨后出现
就是清洗起来相当费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