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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员 聂雅琪）回家的行
李带点啥？昨天，记者在采访春运时注意到一个有
意思的细节，带点“绿色”回家的旅客越来越多——
在安检仪旁待了半小时，就发现了4名旅客的随身
行李里有绿色植物。

昨天中午11点，记者在铁路宁波站二楼候车室
门口，遇到了祖籍山东的外来务工人员魏师傅。和
他一起的还有另外3名老乡，他们行李很多，一共有
七八个大编织袋，有的手里还拎着塑料桶、挽着硬纸
袋，过安检口时互相照应着才确保没落下东西。

记者注意到了白色塑料桶里的一株树，问过魏
师傅后，得知那是茶树。“我们老家是枣庄的，北方很
少有茶树，所以找人讨了一株带回去。”魏师傅说，本
来现在茶树是开着花的，但为了方便带回去，他就把
花给撸了，移栽后还会长起来的。

魏师傅说，回家之前，他也在想带点什么年货回
去。宁波的特产当然是海鲜了，可价钱有点贵，家里
人可能也吃不惯，所以他琢磨着带点钱回去是最实
在的，同时也打起了茶花的“主意”。

原来，魏师傅等人住的地方，有好几株茶树，开
花的时候粉的、红的都有，很好看。魏师傅看在眼
里，记在心头，心想如果弄一盆放在家里也好啊。
后来，他问了房东，听说茶树很好养活，培土、浇水
之后就不用怎么管，于是他找房东要了一株，绑好
了之后准备带回去。

和魏师傅同行的王师傅，带的绿色植物则有些
普通了——一株叶子绿油油的橘树。老家没有橘子
树吗？当然有。王师傅解释说：“隔壁有户人家的橘
子树，结的果子不大，但口感很好，甜度、水分都恰到
好处，吃过一次就记住了。”这次，趁回家过年之际，
王师傅找邻居要了两株，带回去等栽活结果后给孩
子们尝尝。

河南人赵师傅带了一个盆栽，打理得井井有条，
花盆托底，外面套着塑料袋，初看上去以为是买的。
记者一问，才知道这是芭蕉树。

原来，赵师傅在宁海打工，山上的芭蕉树，是他来
宁海之后第一次见到。“这个我们老家还真没有，就南
方有，我还不知道带回去能不能成活呢。”赵师傅表

示，他打工的住处，后山上的芭蕉树长势很好，但搁着
没人管可惜了，又听当地人说芭蕉叶可以入药，尤其
是可治中暑、脚气等热病，所以他就上山去挖了几株。

在记者观察的半小时里，发现4名旅客带着绿
植过安检。据安检仪管理员黄女士说，过年回家的
旅客，带小一点的盆栽回去确实比较常见，但大一点
的比如一人高的就比较少了，“可能有的人就图个新
鲜吧，就相当于带花种、树种回去了。至于能不能适
应外地的水土，这个真不清楚。”

昨天，铁路警方对此提醒说，携带树种等上车，还
需事先将花盆、树枝等打包好，尤其是大件，最好在外
面套上纸盒等用以隔离，以免在人多拥挤时伤人。如
果携带不方便，或者量比较大，可以考虑走货运。

千里迢迢回家，行李内装了啥？

带点“绿色”回家的真不少
记者观察：半小时里有4人带着植物过安检

本报讯（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卢淑仪）“望
江村这边有个约70多岁的老人，说不清自己住哪
里，应该是走失了。”1月16日晚8点多，海曙高桥派
出所协警在望江村巡逻时，突然发现街边有一老人独
自徘徊。冬日夜晚很是寒冷，队员便上前询问：“老人
家在哪里？”可老人却说不出自己住在哪，只自顾自说
着大家听不懂的方言。队员见一时间问不出任何有
效信息，又怕老人冻着，赶紧先扶老人上车回派出
所。到派出所后，值班民警给老人倒了杯热水，继续
询问住址，但老人说的是外地方言，根本听不懂。民
警推测她可能住在合心村和集士港卖面桥一带，于是
马不停蹄安排车辆送老人前往。可带老人在附近转

了很久，老人仍说不清家在哪里，民警只好再度将其
载回派出所。眼看着已接近深夜，民警便安排一间
房，让老人先去休息，同时向各派出所发布协查信息。

第二天一大早，协警小周带着老人去食堂吃
饭。“老人家，要不要吃包子？里面是肉馅的。”老人
突然用宁波话说了一句：“白吃，不吃。”小周赶紧和
老人聊天，本想通过进一步聊天问出老人的家，可对
方说完后却不再言语，只是呆呆地坐着。

其间，民警、协警轮番打电话询问辖区各个村
负责人和敬老院，是否有老人走失。直到早上9点
多，终于找到了老人的家人。老人外孙女李小姐前
来接老人回家。李小姐说，她们是临海人，在高桥工

作，老人常住她家。头天下午1点半左右，老人失
踪，家里人找到半夜12点多还是未能找到。本打算
早上再找不到就来报警，但没想到派出所先来联系
了。老人精神异常，曾多次走失。家里人也十分担
忧，给老人身上放有身份信息的纸片或者牌子，但经
常被老人扔掉或者扯掉。

民警提醒市民，春节前后，老人走失现象频发，
当发现家中老人走失时，请立即报警。建议家人给
经常走失的老人准备好防走失牌，或者在老人经常
穿的外衣上缝制信息卡。同时，家人平时要保存老
人的高清近照，万一走失，可以用来发布寻人启事或
提供给警方。

老人寒夜街边走失 警方一波三折助其回家

昨日，不少旅客带着绿植过安检。 记者 马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