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工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利率

即日起调为 3 . 5 ％

据郑州日报消息 即日起至明年

6月 30日期间， 全省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利率确定为

3.5％， 参保人员个人账户存储额也将

随之调整。 这是记者 6月 30日从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的消息。

按规定，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按照职工工资收入的 17%费率记入，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利率由养

老保险经办机构每年参考银行同期存

款利率计算利息， 且不得低于同期一

年期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利率计息。

由于目前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一

年期利率为 3.25％， 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决定，将 2012 缴费年度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

确定为 3.5％， 适用期限为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参保人员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存储额也将随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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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武客专郑州段联调联试首趟动检车上线

6 月 3 0 日，石武客专郑州铁路局管段联调联试首趟动检车开始进入上线带电调试阶段。 石武客专即石家庄至武汉客运专线北起石

家庄站，跨黄河后过郑州新东站，南至武汉站，沿线共设 1 6 座车站，正线全长 8 4 0 . 7 千米。 石武客专建成后将贯通京石、武广客运专线。

石家庄到郑州的行车时间，将由目前的 3 至 5 个小时，缩短到 1 个多小时；石家庄到武汉的行车时间，将由目前的 6 至 9 个小时，缩短到

3 个多小时。 图为联调联试的首趟动检车在郑州新东站上线。 新华社记者 赵鹏 摄

一叫名字就“骂人”？

周口商水近百人以“骂”为姓

常因称呼对方苦恼

据东方今报消息 “百家姓”中找不

到“骂”姓，但这个姓氏确实存在。 周口商

水的近百名“骂”姓村民，日前给记者打来

电话，希望记者帮他们找到“骂”的同姓人

和姓氏来源。

记者 6 月 29 日电话连线国内姓氏学

专家、《知根知底》栏目嘉宾窦学田，他告

诉记者，“骂”姓他有所了解，并编入了自

己的著作《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我最

早听说这个姓氏是在山东”。

叫名字就像在骂人

周口市商水县邓城镇周庄村住着近

百名“骂”姓人。

商水县邓城镇副镇长李富忠介绍了

这群“骂”姓村民生活中的烦恼：“很容易

造成误会和不便，比如称呼‘骂’姓老师

‘骂老师’，怎么叫得出口？ ”

村民们还向记者介绍了因为这个

“骂”姓所引起的几件尴尬事。 村民骂东峰

曾经与一位名叫张东峰的老板洽谈生意，

当骂东峰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对方以为他

在侮辱自己，怒冲冲转身离去，最后，骂东

峰只好掏出随身携带的身份证，这才消除

了误会； 村民骂合长的儿子是一名交警，

为了避免上班时遇到称呼上的难堪，全家

人除女儿外都把“骂”姓改成了“马”。

“骂”姓从何而来？

骂合长改了姓，却遭到了同族人的鄙

视，这不是“出卖祖宗”吗？ 这个姓氏到底

从何而来？ 在商水县县志中，对于“骂”姓

没有记载，族人也不明就里，不过他们中

却流传着一个历史故事。

早年马姓祖先在朝中做官，因得罪雍

正皇帝，皇帝就贬“马”姓为“骂”姓，以示

惩罚和诅咒。“骂”姓后人分别流亡到周口

市商水县、商丘市等地。

专家认为是改姓

窦学田从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研究

姓氏，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在他

1997年出版的《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中，

也收录了“骂”姓的相关记录。 窦学田认

为，“骂”姓应该是因为历史原因，改姓而

成。“雍正年间的故事很可能是‘骂’姓的

出处，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 ”

窦学田列举了其他几个姓氏，“兀”姓

的来源和“骂”姓有相似之处，“兀姓人其

实是‘元’姓的演变，因为某些历史原因，

‘元’姓人得罪了皇帝，被斩去头颅，就成

了‘兀’；还有‘萧’变成‘枭’姓等，都是这

些原因”。

1 4 岁女孩高考考 6 7 7 分

北大清华向她伸出橄榄枝

据大河报消息 她家境贫寒，现在还不满

15 岁，今年高考考了 677 分，现在清华和北大

两所学校都已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她就是李佳

乐，郏县一高学生。

6月 29日下午 3时许，李佳乐正在郏县一

高的小礼堂内，为即将踏入高三的师弟师妹们

传授经验。 坐在偌大的讲台上，她似乎并没有

紧张，侃侃而谈，台下的听众听得津津有味。

似乎知道师弟师妹们最想讨要学习“法

宝”，李佳乐说，其实并没有适合所有人的学习

方法。 甚至每一门学科，都得采取不同的学习

方法，不要一味死记硬背，应该做到理解入微、

深刻到位、适当练习。 此外还要多做题，设立纠

错本，多和老师、同学进行交流和沟通，一起探

讨疑难问题，从而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李佳乐手里拎的书包上，已经插上了北京

大学的校徽。 这是两天前，北京大学招生人员

专门来到郏县，到家看望她后送给她的。 早在

高考成绩公布的 6 月 25 日， 李家就接到清华

大学的电话，当得知佳乐还不足 15 岁时，表现

出很大的热情，欢迎她到清华深造。

“上哪个学校都没问题，现在我还没有最

终决定，可能倾向于清华吧，会选择数学或者

物理方面的专业。 ”李佳乐说。

按照正常的上学步骤，李佳乐是参加中招

考试的年龄，她是如何实现跨越的？

“主要是因为家里没钱”，佳乐的母亲秦春

芳说起来还有点不好意思。 具有大专文化的秦

春芳，1994年开始就下岗待业在家， 李佳乐在

小学读了一年、中学读了一年，其他时间在家

学习，直到考入郏县一高。

问题最多的学生，经常问倒老师。 这几乎

是所有教过李佳乐的老师的共同印象。 哥哥大

佳乐两岁，目前也在郏县一中上学，但读的是

高二。 谈起妹妹，小伙儿呵呵地笑开了，“她学

习好，我老问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