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日上午，记者拨通了
一个隶属安徽合肥的电话
号码，电话那头传来的是
永康方言，接电话的是叶
龙华。叶龙华是古山镇前
坑村人，今年 52 岁，订阅
《永康日报》已经 15 年。
这 15 年来，将《永康日报》
送到他手上的不是邮递
员，而是快递小哥。“身在
他乡，很想知道家乡的消
息。每星期寄来一次的
《永康日报》，让我觉得分
外亲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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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网络上可以找到关于
永康的新闻，但是，来自家乡的报纸
对我而言意义更大。我可以拿着报
纸跟安徽的朋友们分享，实物还便
于收藏。”他拍了一张 1995 年 8 月
20 日《永康报》第四版的照片发给
记者，上面《瞧这个和睦的家庭》讲
的就是他家的故事（见右上图）。“这
份报纸我一直珍藏着，《永康日报》
承载着我对过去的记忆。同时，他

也是我们家庭和睦的见证。我未来
的生活一定会有它。”紧接着，他又
传来 1999 年 8 月 12 日和 2007 年 9
月 26 日报纸的照片。他说，报纸是
真切存在的，这让远在千里之外的
他真切地感受到故乡的气息。

叶龙华说，他在安徽被称为“五
金大使”，宣传永康是他该做的。报
纸可以拿在手上，比网络上的新闻
更有分量。“今年五金博览会，我的

10 多位合肥朋友跟着我来到永康，
他们都说不虚此行。”虽然看不到他
的表情，却从他的字里行间看到了
他的自豪和兴奋。

当从报纸上了解到家乡的巨大
变化，看着一个又一个美丽村庄诞
生，欣赏着令人眼前一亮的街角小
品，他找不出言语表达激动之情，只
说了句：“我为自己是永康人而感到
自豪。”

叶龙华订阅《永康日报》15年，每周邮局寄一次

身在合肥，通过读报感受家乡气息

□记者 任晓

寄来的《永康日报》是思乡之情的寄托
“我 15 岁就跟着父亲来到合

肥。之后，只在过年或是有要事的
时候才会回永康。”他回忆这 37 年
的经历，刚开始边读书、边学做五金
生意。他先在安庆路上摆地摊，到
城隍庙五金一条街，再到安徽大市
场五金专业市场和国际五金商贸城
经营五金生意。现在，他已是合肥
闻名的五金行家。他把家乡的五金
文化，带到了这 30多年来所栖息的

土地上。离家远了、久了，对家乡的
思念就如酒香，越发浓郁。

以前每次回老家，叶龙华都会
翻看《永康日报》。他说，最早的时
候，报纸还叫《永康报》。他清楚地
记得，报纸名称从《永康报》改成《永
康日报》的时间。看着《永康日报》
内容越来越丰富，版面越来越多，版
式越来越新颖，他为自己订一份《永
康日报》的想法越来越强烈。2001

年，他将这个想法付诸行动。
“除了订报纸的费用，每年还要

交给邮局 120 元钱作为运费，后每
个星期收到一次报纸。对我来说，
这笔钱花得很值。想全面了解家乡
的消息，阅读《永康日报》是最好的
选择。”他说，每次收到报纸，他都迫
不及待地一版版、一篇篇、一句句、
一字字细细阅读。

报纸可以拿在手上，比网络上的新闻更有分量

面对飞来横财
不动心
锁匠程快迅速退回
客户40110元错汇款

12 月 3 日是“国际残疾人日”。市播

种者公益协会发动了 100 多名志愿者，积

极为残疾人开展免费理发、体检、洗脚等

志愿活动。许多单位与社会团体也纷纷

加入其中，给残疾人带去温暖。

记者 周灵芝 摄

4日下午，市公安局邀请人民小学四（2）班40余位同学参观110指挥中心，开展110宣传活动。

指挥中心民警带领同学们参观了指挥大厅，对同学们报警的方式进行指导，告诉学生报警时应该远离事件

突发现场，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清楚准确地告诉警察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同学们表示，学会了如何正确地

拨打110求助，更不会乱拔打110等求助电话，并要把这里的所见所闻所学告诉父母和同学。

记者 周灵芝 通讯员 应彩君 摄

小学生参观小学生参观110110

□记者 周灵芝

本报讯 银行账号里突然多了 4 万多元
钱，你会怎么办？在五金城经营锁具店的程
快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汇错了钱，要尽快归
还。他急忙地赶往银行，将钱转还了错汇
者。

据了解，程快今年 29 岁，两年前在五金
城开了一家锁具店，同时开了家网上锁具
店，靠着“诚信经营”，生意红红火火。1 日，
他早早就关了店门赶到医院，陪护刚生下儿
子的妻子。18 时 48 分许，他绑定银行账号
的手机突然响了，打开一看是银行发来的提
醒短信。短信显示他的建设银行账号里汇
入40110元。

“这是谁汇给我的钱？今天好像没有人
向我订货。”程快看着短信，努力回想近几天
客户订货情况，可怎么也想不起有这样一笔
货款。于是，他很确定肯定有人汇错了钱。
因为这个建设银行账号是他用于归还住房
按揭贷款的，很少有其他交易。一周前，一
位网上认识的湖北客户李先生曾向该账号
汇过一笔货款，他怀疑这钱是李先生汇错
的。

他向妻子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放下手中
的儿子，赶往银行。途中，他打电话询问李
先生“是不是有一笔 4 万多元的款项汇出”。
李先生怎么也搞不明白，程快是怎么知道他
的交易明细的。为避免误会，程快提醒李先
生看看交易记录，是不是错汇了款项。此时
李先生才明白自己将钱汇错了。

到银行 ATM 机上查询，确认 40110 元
钱是李先生错汇后，程快将这笔钱转还给了
李先生。12 月 1 日开始，ATM 机转账须 24
小时后到账，李先生 2 日晚收到了这笔他错
汇的款，特意打电话向程快道谢。

志愿者服务残疾人

我与《永康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