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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佳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汽车一站式服务
经营：车险投保，定损查勘，道路救援，钣金喷漆，维护保养等一切车辆服务。

精湛的工艺，亲民的价格，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
地址：沧州市新华区海河东路（沧州荣复军人疗养院对面） 联系人：黄经理17888777771

今年 54岁的的李女士（化
名）是杭州桐庐人。中秋节她回
老家后，30多年的闺蜜胡女士
来家里探望。后来，胡女士说自
己脸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多，很
害怕，便拉着李女士来杭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找医生看病。

医生先是让胡女士放宽
心：“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没
啥大碍。”随后，李女士脸上的
痣吸引了医生的目光。

为了进一步看清细微结
构，医生使用了皮肤镜。镜下所
见进一步证实了他心里的疑
惑，高度怀疑是皮肤科最常见
的恶性肿瘤——基底细胞癌。
经过与家属的沟通，医生很快
为李女士安排了手术。术后病
理证实，这颗“痣”确实是基底
细胞癌。李女士术后愈合很好，
不影响外形。

“我想想都后怕，幸亏医
生经验丰富一眼就看出来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李女士
说。

据了解，基底细胞癌是最
常见的皮肤肿瘤之一，多见于
中年以上肤色较浅的成人，尤
其是日晒较多的户外工作者。
基底细胞癌与日晒有关，好发
于曝光部位，如面部、耳部、手
背和前臂等，在临床上分为结
节型、浅表型、硬化型、色素型、
纤维上皮瘤型，其中结节型最
常见。

由于中国人的“基底细胞
癌”大多呈黑色或褐色，在发
病早期极易误诊为色素痣。钟
剑波介绍，若误诊或者治疗手
段不当，会延误最佳的治疗时
间。

据九派新闻

近日，一条“夫妻看新房发
现已被人装修入住”的词条登上
新浪微博热搜第一。

毛坯房被装修了

近日，家住苏州的潘氏夫
妇来到杭州临安青山湖科技
城，计划将自己之前购置的商
品房出售。没想到，毛坯新房外
挂着空调外机，里面竟还住着
人。看到情况不对，潘氏夫妇报
了警。

潘先生告诉民警，他们是台
州人，在苏州工作和居住。

2018年，夫妻俩投资购买了
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商品房，近
期打算出售，来临安看房子。

谁知潘氏夫妇来到小区，看
到自家的毛坯新房居然被人装
修好了，里面还住着人：“毛坯房

被隔成了 4个小房间，进门的时
候估摸着有8个人。”

潘先生询问得知这些人是
从一名姓王的“房东”手中租来
的。

民警联系上王某。经了解，
王某还不是“房东”，属于“二房
东”，他从潘某某手中拿到该房
子的六年租房权，并花费了 8万
元装修房子。

房产销售“监守自盗”

经过调查得知，潘某某还真
跟潘先生夫妇认识，是12楼的住
户，与潘氏夫妇是上下楼的邻居。

潘某某在早前就是该小区
的房产销售。2018年，潘先生夫
妇来临安青山湖投资买房，便认
识了潘某某，聊得比较投缘，买
下了房子。

该楼盘项目结束后，潘某某
离开了房地产公司，也买了这个
楼盘的房子。

因为潘某某平日里开销大，
经常入不敷出，就打起了这套闲
置空房的主意。

2021 年 12 月，潘某某得知
潘先生夫妇有意将房子出售，于
是假装好心将其房子挂上网络
进行出售，实则为了套取夫妇俩
的身份信息和房产信息。他同时
伪造了一份《委托书》，对外声称
其是潘氏夫妇的亲戚，受他们委
托将房子对外出租。

期间，潘某某获得半年房
租、押金、中介费等共计人民币
10688元。

目前，潘某某因涉嫌诈骗被
临安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据每日经济新闻

近日，一位山东女子因用煎
饼制作出梵高、莫奈等画家的名
画而走红网络。她将不同颜色的
果汁、菜汁调配到面糊中，先制
作出五颜六色的煎饼，再将煎饼
做成造型立体的花朵，最后用这
些花朵拼成各种各样的名画，效
果逼真，十分吸睛。她名叫徐海
霞，因此网友给她取了个有趣的
别称：“煎饼霞！”

徐海霞告诉记者，她曾是一
名绣品厂的下岗女工，后来独自
创业卖煎饼。因为不断创新做出
了“水果煎饼”和“煎饼花”，她的
生意越来越好。她的煎饼小店也
逐渐发展成了一家煎饼厂，每年
的销售额能达到上百万元。

把煎饼做成世界名画

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
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上，一组用
煎饼做成的世界名画成为媒体
和大众关注的焦点。莫奈的《牡
丹瓶花》、拉图尔的《玫瑰花和水
果》、梵高的《向日葵》……惟妙
惟肖，远远看去，不敢相信是用
平常吃的煎饼做的。这组作品的
视频传到网上，让不少网友感到
饶有兴味：“太美了！舍不得吃
了！”

记者了解到，这些煎饼的制
作者徐海霞是山东人，今年 51
岁。谈起走红网络的“煎饼版”世
界名画，徐海霞笑着说：“其实最
初就是想在自己做的煎饼上做
一些创新，在媒体朋友的推荐下
才选择了用煎饼模仿一下世界
名画，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徐海霞告诉记者，这些名画
是通过五颜六色的煎饼制作成
的花朵造型对照着名画的图片
拼凑出来的，“我先根据名画上
的色块选择做几种颜色的煎饼，
再照着名画上的色块分布进行
拼接。多种颜色的煎饼，是通过
在面团里调入菜汁、果汁等配料
进行调色制作而成。每幅画其实
都制作了挺长的时间，里面的每
一朵花都是亲手捏的。”徐海霞
指着一幅作品说：“这幅梵高的

《向日葵》对我来说是难度最大
的，因为它的花瓣每一片的造型
都不一样，所以很难模仿。我感
觉怎么做都不太像，试了好多
遍，最后一版才有一点向日葵的
样子。”

徐海霞说，目前已经做了 5
幅画，“这些画是可以吃的，风干
后可以保存几个月。”

从下岗女工到“煎饼霞”

徐海霞家住临沂市蒙阴县，
原本是一名绣品厂的女工。15
年前工厂倒闭，她为了谋生租了
一个小店面开始摊煎饼，“我们
山东人都爱吃煎饼，蒙阴煎饼在
沂蒙山区很有名气。我自己小学
没读完，找工作挺困难，就想着
做煎饼生意试一试。其实当时家
里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们当
地煎饼店实在太多，赚不到什么
钱，但我觉得只要用心经营，踏
实本分，总会有生意的，所以就
坚持了自己的想法。租房、装修
都是我自己操持的，连店里的白
墙都是我动手刷的。”徐海霞说，
店刚刚开起来的时候，确实和家
人预估的一样，生意并不好。

“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提高
做煎饼的手艺。我尝试和顾客沟
通，通过顾客提的意见改善煎饼
的口味，在这个过程里和不少顾
客成了朋友，多了一些回头客。”

慢慢的，她有了稳定的客源和收
入。

做了三四年后，徐海霞开始
不满足做普通的杂粮煎饼，“我
想着能不能变变花样，做出红
枣、芝麻味的煎饼。想到点子容
易，做起来难。一开始摊出来的
煎饼没有芝麻香味，我就不断研
究。反反复复尝试后才知道，需
要把芝麻炒熟了混到面团里才
能出香味。”不同口味的煎饼做
出来后，徐海霞又遇到了新的问
题，“普通的小米煎饼卖 5元，玉
米煎饼卖 3元，而红枣芝麻味的
因为成本高要卖七八元，价格高
导致买得人少，做出来后反而卖
不出去了。”

怎么办呢？为了推广新口味
的煎饼，徐海霞试着免费送煎饼
给顾客品尝，“顾客来买普通的
煎饼，就送一个新口味免费试
吃。一送就送了半年，刚开始有
些亏本，但后来知道我家煎饼的
人越来越多，很多人觉得新口味
的煎饼确实有营养又好吃，就成
了回头客，就这样打开了销路。”

从“杂粮煎饼”到
“水果煎饼”

不久后，徐海霞又有了一个
更为大胆的想法：用水果做煎
饼！不仅可以增加煎饼的风味，
还能进一步提高煎饼的“颜值”！

有了这个想法后，她立马买
了火龙果来“试水”，“火龙果颜
色比较鲜亮，我觉得做出来会很
有特色。我就试着把火龙果榨成
汁加到面糊里，摊出紫红色的煎
饼。不过水果汁是液体，和之前
用的芝麻红枣不一样，所以一开
始掌握不好量，加多了面团湿度
太大不能成团，加少了颜色又特
别淡还没有果香味……调配了
好多次才有了一个比较合适的
比例，但颜色和香味一直不尽如
人意。”

徐海霞说：“那个时候的火
龙果价格很贵，我用的还是红心
火龙果，大家平时都舍不得吃。
刚开始反反复复尝试都没成功，
我又气又心疼。”

等掌握了大致的制作配方，
徐海霞又跑去市场上找人问：有
没有颜色和香味更好的火龙果
品种？“水果摊主给我科普火龙
果的品种，告诉我有种‘红球’火
龙果，颜色更深，口感更甜，但价
格更高。”为了提高煎饼的观感
和口味，徐海霞买了最贵的“红
球”火龙果，回家按照之前摸索
出的配方，做出了颜色味道更好
的火龙果煎饼。

找到了煎饼的另一种可能，
徐海霞投入到新产品的开发中。
几年时间，她结合蒙阴县当地盛
产的黄桃、甜菜根，山东产的大
樱桃等水果蔬菜，逐渐开发出了

十余个煎饼品种。这些五颜六色
的煎饼摆到台前，吸引了不少顾
客，店里生意渐渐好了起来，还
有酒店开始让她供应煎饼。

小店变成了煎饼厂

2019 年，一名顾客在买煎
饼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这些
煎饼真好看，颜色像花一样！”
这句夸赞让徐海霞突然来了灵
感：是不是可以尝试把煎饼做
成花呢？于是她又开始了新的
尝试。

“我其实没什么美术功底，
所以从最简单的小花开始尝试。
反复做了三四个月，才做出一个
像样的作品。做出花后，如何固
定住花形成了一个新问题。”徐
海霞介绍，单纯地用煎饼捏成花
很容易散架，需要用面糊或者糯
米等把花瓣粘起来，“我又想到
了用土蜂蜜，这样口感更好。后
来我看到什么花都想试试，能做
出的花形也更多了，有些复杂的
要做十多次才能成功，积累到现
在已经能做出十几种花形了。”
因为造型独特，用料扎实，口味
也不错，徐海霞的“煎饼花”很快
火遍了临沂，甚至在山东也变得
知名起来。“煎饼花”的定价从
88元到588元不等，过节时更是
供不应求，需要提前许多天才能
预订到。

这次走红的“世界名画版”
煎饼就是之前“煎饼花”的升级，

“从前我完全没想过，能有一天
用煎饼‘画’出世界名画，用我自
己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们蒙阴
煎饼的‘花式’吃法我特别开
心！”徐海霞说，随着煎饼销量增
加，她把原本的小店发展成了一
个煎饼工厂，还在当地招聘了许
多员工，同时接纳家庭主妇们闲
暇时过来兼职，“她们没办法外
出打工，到我这里做兼职可以获
得一些收入补贴家用。”对于这
些愿意学和愿意做的同村人，徐
海霞表示会把所有的手艺都教
给他们。

据《扬子晚报》

夫妻去看自家新房
发现已被人装修住了8人
竟是邻居干的，还半年获利10688元

女子陪闺蜜看病
竟查出自己有癌
医生一眼看出端倪

鲜花和世界名画，都是煎饼做的
她把煎饼做成艺术，人送外号“煎饼霞”

徐海霞和她做的五颜六色的“煎饼花” 用煎饼做出的名画用煎饼做出的名画《《牡丹牡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