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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映申城太阳笑“末日”谣言随风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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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关于“世界末日”的谣言，本报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在
A5

版以《“世界末日” 你怎么看？ 》

为题进行了报道，并且进行了辟谣。尽管大部分市民不相信“世界末日”，但是“末日”谣言依然持续升温。

为此，本报记者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也就是网传的“世界末日”当天进行了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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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当天，久违的太阳公公露
出了笑脸， 白雪映照的申城从静谧中醒
来，人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记者踏着
这种节奏，开始了走访。

·街头见闻·
申城大道

21

日
7

时
30

分， 在申城大道上，送
孩子上学的电动车队开始出现，一个戴着
头盔的先生忽然把车停在了路边，原来他
是下来给女儿戴被风吹掉的帽子。

“这哪像世界末日的样子啊？ 都是瞎
传的。 你看该送孩子送孩子，该上班上班，

哪有人信啊？ ”他告诉记者，“待会儿还要去
上班，我先走了！ ”然后骑上车匆匆走了。

胜利路
“您等一下，羊肉馅儿的这边没有了，

我去屋里看看有没有包出来。 ”在“沈师傅
水饺” 摊位前围了很多等待买水饺的人，

满满一冰箱饺子， 还不到
10

时就快见底
了，于是沈师傅赶紧到里面去拿刚包出来

的水饺。

“冬至吃饺子，家里人多，买少了不够
吃。 ”正在等水饺的大爷用手指了指冰箱
上放着的一包羊肉水饺告诉记者。

“小沈今天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了，买
水饺的人一个接一个。 今天冬至，他从几
天前就开始忙了。 ”旁边卖荸荠的赵大妈
一边削荸荠一边对记者说。

步行街里一家店铺门前“末日促销”

的招牌很是显眼，因为在整个步行街只有
这一家打出“末日”这张牌子的。

“我们并不相信‘末日’，就是用它来
做促销活动而已。 ”店员告诉记者。

商场
在新玛特商场门前，二十几桶食用

油引起了很多人围观， 原来是超市某
品牌食用油做活动， 每桶比平时要便
宜十几元钱。 可是，也不用一下子买二十
几桶吧？

“我们是好几家在一起买的，多买一
些回去也可以送亲朋好友。 ”旁边一个提
着购物袋的女士说，“他们都进去买其他
东西了，我在这里看着东西。 ”

按说晚上是逛街买东西的高峰期，可
是才

10

时许， 新玛特超市里已经人山人
海，各种特价商品前都挤满了人，导购人
员忙得不亦乐乎。

“一到节日超市里活动就多，我一大
早就来排队等了。 快过年了，有些东西可
以采买了，比如油、米、面粉之类的东西，

比平时买划算很多。 ”一个推着购物车排
队买面粉的大妈告诉记者。她的车上已经
堆得满满的了，食用油就有两大桶。

申碑路
在位于申碑路的金杯农贸市场前，卖

烤红薯的大爷生意着实不错。天气虽然晴
朗，但是温度还是很低，买一块儿热乎乎
的烤红薯，既好吃又可以暖手。

“哪来的‘世界末日’啊？ 之前一直谣
传今天太阳不会再升起来，世界将陷入黑
暗，都是瞎扯。 ”卖烤红薯的大爷一边熟练
地为顾客称红薯，一边乐呵呵地跟旁边其
他商贩聊天。一位流浪老人走过来两眼直
盯着香喷喷的烤红薯， 卖烤红薯的大爷，

想都没想， 拣了一块大的递给了流浪老
人。 “既然‘末日’没来，该咋过还得咋过，

能做些好事就做些好事吧。 ”卖烤红薯的
大爷对记者说。

“太阳都出来了，你们再说‘世界末
日’就搞笑了！ ”在一家餐馆里记者被“嘲
笑” 了，“大家都回家过冬至吃饺子去了，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订餐。 ”年轻的营业
员，听到记者问有没有市民预订“末日餐”

时，有点不屑地说道。

“邮票的故事”系列报道之一

老邮票成就老知青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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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鲁曾是河区的一名下乡知
青，他喜欢集邮，也喜欢文学，尤其
热爱诗词。 在枯燥难熬的知青岁月
里，老鲁唯一的乐趣就是搜集《毛主
席诗词》邮票。新票、盖销加起来，一
共收藏了几十套。

老鲁收藏的《毛主席诗词》邮票
是新中国邮票史上唯一一套整体反
映毛泽东诗词、书法艺术的邮票，全
套邮票共

14

枚。 除第一枚是毛泽
东进行书法创作时的图像外，其
余

13

枚邮票每枚都完整地影印
着一首毛泽东诗词手书体原件。

这套邮票集毛主席诗词、书法艺术
于一体，极富艺术感染力，收藏
热度也是连年升温。 老鲁这些年
来的生活也随着他收藏的这些

邮票低开高走。

1976

年，老鲁回城了。 把费心
搜集来的《毛主席诗词》邮票珍藏在
箱底之后， 他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中。

1991

年，工厂效益不好，老鲁下

岗了。想做生意又没多少本钱，那段
时间，他真的是一筹莫展。 一天，老
鲁路过原东方红邮局门口， 看到一
个人在卖邮票，他看到了熟悉的《毛
主席诗词》，上前一问，才知道一套

新票能卖
800

元，旧票也能卖
200

元。老鲁飞一般地跑回家，把自己
收藏的《毛主席诗词》 邮票从箱
底翻了出来。 一数，除去套数不
全的以外，新票有

8

套，旧票有

14

套，估计能卖
1

万元钱啊，成了
“万元户” 的老鲁心里很激动。 卖
了

4

套新票、

9

套旧票， 凑够了
5000

元钱的他，开始做起了热干面
的生意。

做了
20

年的生意后，老鲁有些
累了。 去年，他把生意转给了儿子。

忙活了大半辈子的老鲁终于能够歇
一歇，享享清福了。

2012

年的一天，

他又路过邮局门口， 进去打听了一
下《毛主席诗词》邮票的收藏价格，

别人告诉他，新票一套
3

万元，旧票
一套也快

1

万元了。 老鲁心情很
好，他收藏的邮票又升值了。回去
的路上，老鲁不禁在心底感慨，这些
老邮票还真是不错呀， 它们帮助自
己度过了寂寞的知青时代， 走出了
困厄的下岗时期，如今到了晚年，它
们又悄然地转化成了手中的一笔巨
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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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随着收藏市场的持续升温，黄金、古董、字画等收藏热不断攀升，而邮票收藏作为一
种传统的收藏形式，更日渐成为一种财富投资。 很多集邮爱好者与邮票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演绎了许多
动人的故事：有人会因为几套老邮票的升值而进入幸福生活的转折点；也有人会为错失一张具有高升
值潜力的邮票而扼腕叹息。 本报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邮票的故事”，为您讲述普通集邮爱好者收
藏背后的喜怒哀乐。

调侃型
@

结了婚的男人： 小时候，作
业没写完

=

世界末日！ 考试挂科
=

世
界末日！家长会

=

世界末日！传纸条
被老师发现

=

世界末日！ 工作以后，

上班迟到
=

世界末日！ 莫名加班
=

世
界末日！ 工资不够还信用卡

=

世界
末日！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只有
结了婚的男人才真正懂得世界末
日！

网友“凌冰棍”表示：“这才是
末日真相？ 地球的黎明来临！ 玛雅
人的末日预言原来不靠谱，之前你
辞掉工作，痛骂老板，存款全部花
掉，吃好喝好，股票全部割肉，信用
卡刷到爆，然而

12

月
21

日发现太
阳照常升起……原来这才是……

世界末日……”

恶搞型
“

@

济南百度乐居”：我打电话
给银行客服：“世界末日快到了哦。

我信用卡就不用还了吧？哈哈！ ”那
妹子很友善地对我说：“亲，我行已
经在那边开设了分行。 到了那边还
是一样要还的。 不同的是，那边是
要加收跨境手续费的。 ”

@

咸饭
X

：“

21

日并不是世界
末日， 而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那
天之后一切归零重新开始，万物复
苏， 我们将迎来下一个伟大的时
代！ ”“呃，一切归零包括西甲积分
榜吗？ ”一名皇马球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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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数人并不相信“世界
末日”的谣言，但是一些人做的事儿
却让人哭笑不得。 有变卖家产准备
逃亡的，有学电影打造诺亚方舟的，

就连小小的蜡烛也开始脱销，因为
很多人相信“末日”会有连续

3

天的
黑暗……

如今，

2012

年
12

月
21

日到
了，仿佛是为了点醒那些或愚蠢或
别有用心的人听信、散布谣言。 连
日阴雨天气之后，太阳露出了笑脸，

这让一切解释成了多余，谣言最终
不攻自破。

不管信与不信， 我们都要审
视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看待问
题的方式，在面对一切“无稽之
谈”时，我们要有自己清醒的判
断，相信科学，保持理性，切不可人
云亦云，给“谣言”任何可乘之机。

·网友吐槽·

·记者手记·

中山路上，一群放学回家的孩子像往常一样一边走着一边说笑，

“世界末日”对他们来说犹如浮云。 见习记者李秋艳吴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