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到湖南娘家人，是她今生最大心愿》后续

长镜头

本报8月19日讯 军用车
牌、特种车牌、民用车牌，只要
是路面上能看到的，这个犯罪团
伙都能制作。今日，记者从娄底
市公安局获悉，警方通过努力将
该犯罪团伙成员抓获， 捣毁伪
造假证、假车牌窝点4个，扣押
假证成品150件，假车牌261块，
半成品证件2483件，假印章357
枚，假印章模板1362枚。

今年6月，某部队出现了一
块假军车号牌，通过追查，确认
该号牌是从娄底寄出。为了尽快
破案， 娄底市公安局从重案、反
电诈中心抽调专人组成的专案
组，迅速展开侦查。

因为假号牌是通过快递交
易，警方调取了1000多条快递
信息， 锁定了住在娄底城区的
犯罪嫌疑人谢某群及同伙。

“有一次跟踪过程中，谢某
群发现了我们一组车辆， 还特
意停在路边观察。”好在专案组
民警也不含糊， 在注意到他把
车停下来后， 不慌不忙从其旁
驶过， 并安排其他车辆又跟了
上去……随后几天， 民警们更
换不同的民用车跟踪， 逐渐打
消了谢某群的疑虑。 通过一个
多星期的蹲守， 警方已经摸清
楚谢某群等人的活动轨迹和犯
罪证据。

7月25日，专案组分两个抓
捕小组同时收网。

26日凌晨5时许，在窝点守
候的民警，迅速冲进屋内，将谢
某群等人抓获。当晚，专案民警
将另一嫌疑人王某抓获。 经侦
查查明， 该案中谢某群负责制
作假证假印章，贩卖假车牌、军
牌； 谢某群妻子龙某兰负责寄
快递； 刘某彪作为同伙共同参
与犯罪；王某则制作假车牌，包
括制作假军牌、假武警牌、假领
事馆牌， 再交由谢某群等人去
销售。 此案仍在进一步审理深
挖之中。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肖鹄 王志强

本报8月19日讯 一年来，市
场上河沙价格翻了三倍， 为了节
约成本， 部分混凝土企业利用价
格便宜的石屑代替河沙生产混凝
土，成为行业隐患。8月16日，记者
从衡阳市建设部门获悉， 在质量
检测过程中， 该市一楼盘使用的
混凝土涉嫌用石屑替代河沙，产
生安全隐患被叫停。

衡阳市衡山县的刘女士准备
购买一套改善型住房。前段时间，
她看中了该县一个名为金嶺世家
的在建楼盘。

刘女士说， 之所以购买该楼
盘的房子， 是自己看中了它的品
质。按照其规划，项目将建成为一
个集居住、 商业为一体的高品质

住宅小区。可在前不久，刘女士发
现， 本来正建设得如火如荼的工
地突然被监管部门叫停。 经过多
方打听刘女士才确定，“原来是楼
盘使用的混凝土出了问题。”

8月16日，这一说法被衡山县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所证实。衡
山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赵
可军告诉记者， 检测单位在例行
检查中发现， 该工程使用的混凝
土没有达到强度，“发现这一问题
后，我们当场就要求对方停工。”

赵可军表示，“现在相关施工
单位正在结合检测报告制订加固
方案， 只有加固方案获评审通过
后，楼盘才能继续施工。”

■记者 李成辉 刘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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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变
不变的是认真的态度

“我1973年出生于一个民航
世家， 父亲当时在长沙的大托铺
机场做地勤工作， 因此我从小就
在机场附近玩耍， 算是看着飞机
起降、 听着发动机轰鸣声成长起
来的。”兰军对记者说，怀着对飞
机的喜爱，他考上了民航院校。

1993年毕业之际，他得知家
乡在黄花镇新修了民航机场，需
要人才，果断决定回到长沙，尽己
之力，为家乡建设贡献一些力量。

“最开始上班的时候，单位还
有俄制飞机安-24，安-24属于双
发涡轮螺旋桨支线飞机， 相对来
说有些落伍， 而且当时的维修资
料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俄文， 仪器
设备也比较简陋。” 兰军介绍，
1993年底，南航湖南分公司引进
了3架波音737-500，这在当年可
是“洋气货”，维修资料、维修设备
包括维修理论都焕然一新， 飞机
的自动化程度一下子就高了好几
个等级。

“时代在变， 机型越来越先
进， 维修方法和维修理念也不断
在更新， 但不变的是我们对维修

认真的态度，用严谨的工作作风，
保证不让飞机带故障上天。”兰军
感慨道。

工作对生活习惯产生了影响
长年累月的工作对个人生活

习惯也产生了影响， 兰军自嘲患
上了“强迫症”。

兰军说， 机务是一个容不得
丁点儿差错的工作， 讲究作风严
谨，工作干久了以后，养成了什么
事情都要反复看、 反复确认的习
惯，“不过这也养成了不容易丢三
落四的好习惯。”

受影响的不止个人习惯，还
有终身大事。

兰军介绍，到目前为止，整个
南航湖南分公司飞机维修厂，男性
员工则有将近400名， 女性员工只
有21名， 而且都是从事生产调度、
质量技术管理等二线工作，身边的
同事结婚的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

兰军告诉记者， 以前业内同
行找对象主要靠相亲介绍， 这些
年，更倾向于“网恋”。“我徒弟和
妻子就是通过手机认识的， 小伙
子也比较浪漫，跟我们当年相比，
那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兰军笑言。

本报8月19日讯 在阔别
家乡70多年后，90岁的湖南籍
台湾老人王淑兰通过三湘都市
报、“头条寻人”等寻找娘家人，
老人寻亲的消息也牵动了很多
人的心， 大家纷纷努力帮忙寻
找， 很快老人便与湖南娘家人
联系上了（详见本报5月9日A6
版、5月10日A7版、5月14日
A6版）。 而在刚过去的这个七
夕节，王淑兰与娘家人相聚了。

“姨妈，我是珍云、她是珍
兰，我们过来看您了，您高不高
兴啊！”8月17日是中国的传统
佳节七夕，这一天，在台北松山
区，王淑兰老人家中热闹非凡。
时隔73年， 王淑兰终于亲眼见
到远在邵阳的亲人。

王淑兰出生在湖南省宝庆

府邵阳县，1945年， 时年17岁
的王淑兰离家到芷江从军，从
此与家人失去联系。1949年，王
淑兰随军远赴台湾，定居台北。
两岸开放交流后， 王淑兰曾多
次托人带信、请人帮忙寻找，但
是始终没有家乡亲人的消息。
今年5月8日， 身在台湾的柯力
群替外婆王淑兰向三湘都市报
求助寻亲。5月9日一大早便传
来好消息， 有热心读者提供了
老人邵阳娘家人的线索，“头条
寻人” 寻人志愿者等热心人士
纷纷参与寻访， 尽管寻访过程
一波三折， 但在大家的热心寻
访下， 很快老人便和娘家人视
频“见面”了，其中包括老人姐
姐的俩女儿———姚珍云和姚珍
兰姐妹。

“考虑到姨妈年龄大了，取
得联系后我们就想着早点过去
看看她老人家。”8月17日下午4
时许， 姚珍云和姚珍兰姐妹俩
带着自己的家人飞往台湾，看
望姨妈王淑兰。 姚氏姐妹专门
从湖南带来湘绣丝巾围在姨妈
的脖子上， 王淑兰也送给姐妹
俩每人一个刻有牡丹花的锡质
的杯子作为赠品。晚上，大家吃
着团圆饭，拍完全家福后，依依
不舍地相拥道别。

“我非常高兴，没想到我
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自己的亲
人，感谢老天的保佑，感谢所有
人的帮助。”坐在轮椅上的王淑
兰热泪盈眶地说道。
■通讯员 尹建国 陆益平 伍洁

记者 陈月红

《老照片新生活》

从数飞机到修飞机 他自嘲患上了“强迫症”

“飞机医生”兰军：不让它们“带病”上天

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民航从部队隶属到现在，经历了不断发
展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初期，安全水平开始不断提升，到目前已在国际
上处于领先地位，南航更是20余年未发生安全事件。

以2017年为例，南航继续保持着中国航空公司最好的安全纪录，安
全运输旅客累计超过10亿人次， 安全纪录和安全管理水平处于国际领
先地位，是民航业从弱到强的一个缩影。

航空业有这样一群给飞机“看病”的“医生”，当飞机出
现故障或者需要“体检”的时候，他们就会对飞机机体、发动
机以及电子设备进行检修， 确保飞机各个部件正常安全运
行。他们，就是机务维修工程师。

8月19日， 在南航湖南分公司飞机维修厂，“飞机医生”
———机务维修工程师兰军拿着珍藏的老照片， 和记者讲述
这些年来，飞机与自己的故事。 ■记者 和婷婷

民用航空业从一穷二白到发展到壮大

用石屑替代河沙，衡阳一楼盘被叫停 军用、特种…… 他们什么车牌都敢伪造
娄底警方成功捣毁4个伪造假证、假车牌窝点

73年后，她与湖南娘家人相聚台北

2018年， 兰军在飞机客舱
内进行维修工作。

1994 年 ， 兰 军 与 波 音
737-500飞机合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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