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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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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6日讯 常言道：“书中自有

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长沙市开福

区东风一村的杨光昊家里也有一间不小

的“黄金屋”。今年才23岁的他，自幼喜欢

藏书，现在已经有10年的藏书经历，藏得

各类书籍4000余册。

奶奶说他淘书像拾破烂

杨光昊和爷爷奶奶住一起，150平方

米的房子，最大的那间房被书占满。这间

房子里，整齐有序地排列了几个书柜，摆

放着各种书籍，历史书籍、人文书籍、旅

游风情书籍， 书籍的内容涉及到各个方

面。

“受我爷爷的影响，小学时候就喜欢

看书。到了初中，我想要看的书每次去图

书馆借，借就有时间限制要还，想要做笔

记，写心得，还是不方便，所以就有了买

书的习惯。”杨光昊告诉我们，从初一开

始，每个月300元的零花钱几乎全部用来

买书。“那时候， 我奶奶怕我把钱都花在

买书上，身体营养跟不上，不让我买。只

要我淘书回来了， 奶奶会说又拾破烂回

来。”

花光兜里的钱走路回家

“我的书都是十年来我一本本自己

选的，只要遇到我感兴趣的，不管自己身

上有多少钱都会买。”

杨光昊拿出几册《历朝咏物诗选》

说，买这套书时他还在读初二，爬完岳麓

山回来，在湖南大学看到一家旧书店，一

眼就喜欢上了。 当时卖书的老板是位老

人，这套书要价200元，可口袋里只有一

百二十几元，为了心头之爱，硬是和那老

人磨了一个小时的嘴皮子， 掏空了兜里

的钱，以至于走了一个半小时路才到家。

杨光昊说：“上次一个朋友要花5000

元钱买这套书，我不肯，买书看书是我的

一个爱好，不是为了赚钱。”

见多识广只因“黄金屋”

“这些书，我已经看了大概有百分之

六十了， 因为我还有写心得做笔记的习

惯，所以比较慢。”他指着收拾得整整齐

齐的书籍说， 同事都知道他看的书比较

多，一起聚会吃饭的时候，每次都闹着要

他说典故或故事给他们听。

“因看书知道了不少地方的风土人

情，每次和朋友去旅游，到哪里，我都是

一个小导游。”说到这里，杨光昊脸上忽

现满足的笑容， 坐在堆满各种书的地板

上说，“别人喜欢打球唱歌，我喜欢看书，

不管我心情好还是不好， 每天都会在我

的书屋待几个小时， 这里是让我心灵更

舒适的地方。”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黄鹂

本报3月6日讯 长沙市民杨先生昨

日拨打本报新闻热线称，人民中路附近的

杨家山禽畜批发市场耍秤很严重，买一只

鸡竟少了半斤， 希望市场里能摆放公平

秤。

该市场管理办公室朱经理称，市场内

部的公平秤前几天坏了，并没有接到关于

“缺斤少两”的投诉，记者反映自己买鸡少

了4两多，朱经理核实后表示，他们近期将

开会整顿经营秩序。

“耍秤在这里是普遍现象”

上午11时许，记者来到杨家山禽畜批

发大市场， 市场内大部分门面大门紧闭。

一位正在营业的店主称，批发市场一般是

上午进货下午休息，晚上12点后才正常营

业。

记者表示想购买一只价格较低的鸡，

店主立刻表示自己店里的价格在市场里

是最低的，零售价（带毛称）9元/斤。

记者再询问了另一家店铺，同样的鸡

种售价要9.5元/斤，老板娘称，“我们店的

秤是绝对正规的，不会短斤少两，在这个

市场里，耍秤是很普遍的情况，尤其是零

售买卖， 所以我这里虽然贵了5毛钱，但

算下来绝对划算，熟客都是在我这儿买。”

随后，记者又询问了其他几家店铺同

品种鸡的价格，确实都是9元/斤。

买只鸡少半斤找不到公平秤

记者在B-8号门面以9元/斤购买了一

只重2.8斤的活鸡，在称之前，老板在电子

秤上按了几下，随后把抓来的活鸡放在电

子秤上，电子秤显示屏随即显示为“2.8”。

等老板把杀好的净鸡装进塑料袋后，

记者又称了一下其重量，显示为“2.4”，计

价25.2元，老板表示只收取25元。

买了鸡后，记者想在市场的公平秤上

称一下净鸡的重量， 但是寻找一番后，确

实如市民反映的一样，公平秤竟然不见踪

影。

随后记者找到了某水果超市的电子

秤，结果“2.4”斤的净鸡不到2斤重。

市民用自己手机重量验秤

记者随机采访了正在选购家禽的市

民，大家对商家耍秤均表示很气愤。

“一只鸡少一二两还算正常， 但是如

果少个半来斤， 那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尤

其是那种十几块钱一斤的土鸡。” 正在购

买土鸡的秦女士表示。

很多人买完东西回家后不会再称量，

商家耍暗招，大家却不知情，糊里糊涂地

花冤枉钱， 以后买东西还是要自己带个

秤，尤其是价格相对较高的禽畜产品。

“我的手机重130克，即0.26斤，在店家

调好秤后我一般会放手机上去，差不多重

量我才会买。”贾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买

东西时一般会利用手机的重量验一下秤，

以防被宰。

■实习生 袁亮 记者 何志华

本报3月6日讯 市民丁先生向

记者反映，最近路过白沙井时，经常能

看到有人在水井边上洗菜洗衣， 靠近

水井附近的马路上，停了不少中巴车、

货车，不少洗过的衣服就晾在上面。记

者实地调查发现， 因为部分市民不文

明打水，白沙古井4口水井有2口已经

基本废弃，很少有人在里面打水喝。

两个泉眼没人打水

4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长沙城南

的白沙井，站了大半个钟头，发现只有

两个泉眼有人排队打水，另两个没人。

在一个多小时内， 也并未发现有

人拿水来洗衣或是洗菜。 只是在入井

的台阶之上有一位市民正在提水清洗

自己的电动车。后来又来了一位大姐，

她拿塑料盆在泉眼里打出一盆水，在

出水的水沟旁洗毛巾。 在白沙井中间

的石碑上，刻有“莫洗衣洗菜”。

有人往里丢钢镚

“其实没人打水的那两个泉眼水

还甜些！”今年已经六十岁的黄大爷住

在白沙井边上， 每天都要来打好几次

水，他说，以前常常在上面的泉眼打水

喝，后来，来这里玩的游客，或是一些

流浪汉， 他们直接用手在泉眼里捧水

喝，还往里面扔钢镚。看得多了就怕不

卫生，慢慢地，大伙就不再去那两个泉

眼打水喝了。

古井边上白沙源茶楼的凌大爷表

示，白沙井是个品牌，要好好爱护，不

然这个古井就不能用了。 管理处要加

强管理，特别是对游客，或是在这里落

脚的流浪汉和外地务工人员。

■实习生 王敏 卢珍美 记者 王文

买只鸡被耍秤，市场公平秤“失踪”

顾客被“宰”怕了，手机做“砝码”防宰

23岁“破烂王”10年藏书4000余册

杨光昊收藏的古书。

实习生 陈杰 记者 田超 摄

3月4日， 长沙市开福区

东风一村，杨光昊站在他收藏的

书籍边看书。

白沙古井两个泉眼

为何“被冷落”

井里扔了不少钢镚，

还有人直接用手捧水喝

记者稍后联系了该市场管理办公室的朱经理，朱经理表示办公室并未接到

关于“缺斤少两”的投诉。对于某店主说的“耍秤是很普遍的情况”的说法，朱经

理认为只是商家做生意的一种营销手段。当记者表示自己刚在 B-8号门面买了

只鸡就少了近半斤时，朱经理表示会立马查清核实再回复记者。随后朱经理回

复记者，“经过查实，B-8号门面电子秤确实有‘短斤缺两’的现象，市场将会在

近期召开会议，对经营秩序进行整顿。”同时朱经理表示，市场内部的公平秤前

几天坏了，只是现在没来得及维修好，他们会对市场定期监管。

短斤少两确实存在 近期将开会整顿经营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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