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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来临， 为了丰
富青少年的寒假生活，

活跃春节期间的体育文
化活动，昨日

,

市图书馆
在该馆三楼文体活动室
举行迎新春青少年乒乓
球比赛。 参赛的小运动
员个个精神饱满， 挥动
着球拍，奋力拼搏。 此次
比赛不但展示了小运动
员们的球技， 体味运动
的快乐， 同时也让他们
的假期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 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徐杰摄

儿时的春节，久去的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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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来愈感觉春节过得太累太乏味。

小时候过年的快乐再也不会重现了，只是
在过年的时候， 将记录在脑海中的孩童
时期过年的快乐趣事， 像童话故事一
样讲给自己的孩子听。 ”临近春节，信
阳网友“和田羊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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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这样一条
微博。 同他一样，很多人都在感慨年味儿
变得越来越淡了，只能在儿时的回忆里寻
找那股温暖浓烈的年味儿。

肆无忌惮放鞭炮

对于
90

后李鹏程来说，小时候放鞭
炮是除了吃饱穿暖以外的头等大事了。老
家在信阳南湾的他谈起当年放鞭炮的情
景，眼睛都开始发亮：“以前在奶奶家放鞭
炮时，要么将炮塞进烧过的煤孔里，要么插
在雪团里制成‘手榴弹’。小伙伴们并肩成为战
友，在雪地上打滚躲避‘敌人’，并趁机将‘手
榴弹’扔出去，看谁扔得远、炸得响。 ”

他还回忆起小时候的恶作剧，将炮偷

偷扔在别人家的猪圈旁，看见猪被突如其
来的响声吓得乱叫，他们一帮“使坏”的小
孩儿就躲在墙根儿后面“咯咯咯”地偷笑
起来。

可如今，李鹏程再也找不回那股兴奋
劲儿，“现在不仅自己不放炮了，而且很厌
恶那些噪声和烟雾”李鹏程说道。

挨家挨户拜大年
“我来给您拜年了！ ”天还蒙蒙亮，四

五个小朋友结伴敲开第一户人家的大门，

像模像样地说完新年吉祥话，就撑开家里
人给缝制的布兜，等着这家的主人依次往
他们的袋子里放一些“宝贝”。

这是家住在信阳市吴家店镇的胡女
士儿时每年大年初一拜年的情景，“那时
候物质缺乏， 家家户户都备的是花生、花
馍这些吃的东西，给登门拜年的每个小孩
儿都送一点儿。 ”谈起这些，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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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
胡女士好像回到了童年，“我们从早上挨
家挨户去拜新年，到傍晚才把整个生产队
的四五十户人家走完， 布兜装得满满当
当，别提多开心了。 ”

而搬进市区，住进楼房以后的她觉得
现在年味儿不如小时候那么浓了，“如今
邻里之间就算过春节也是大门紧闭，拜年
也变成简单地打个电话、发个短信。 ”胡女
士说，“方便是方便了，但缺乏年味儿”。

精打细算的压岁钱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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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姜洋除了对儿时奶奶磨
的豆腐、炸的丸子记忆犹新，特别怀念的
还是再也收不到的压岁钱。 “那时候奶奶

给的压岁钱都是
1

元纸币，然后用
2

角钱
买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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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鞭炮、用
4

角
8

分钱买一
副扑克， 剩

3

角
2

分留着零花， 简单、高
兴、快乐！ ”

而走亲戚、收红包的快乐童年一去不
复返，“现在轮到自己发红包啦，而且一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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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要给的人也多，每年至少也
得发一两千元。 ”

“现在的孩子平时想要什么都能满
足，零花钱也多了，就不像我们儿时收到
压岁钱那般惊喜和珍惜。 ”姜洋说。看着如
今自己孩子的压岁钱已是自己童年的上
百倍的他，却觉得少了自己当年收到压岁
钱并精打细算想着怎么花的乐趣。

自己织染做新衣
大年初一，小孩儿都等着穿上自己买

的新衣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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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老人张玉和的回忆里，

在她的家乡固始县，小时候穿的新衣可都
是自己动手做的。

据她介绍，当时染布用的是最传统的
扎染。 自己先从山上采的植物提取的染
料，像红花、蓝靛、紫草等。布料选好后，按
图案花纹要求， 在布料上撮皱、 翻卷、挤
揪，成形后用针线一针一针地缠扎，将其
扎紧缝严，让布料变成一串串“疙瘩”。 这
样，在染布的时候，打结的地方就被染成
新的颜色。最后经过蒸煮，晒干之后，拆线
漂洗，新衣服的布料就算做成了。

“现在各式各样的衣服都能买得到，

还很保暖，再也用不上我们了！ ”老人感慨
道。 虽然以前做件新衣服称得上是一项费时
费力的大工程，但她还是最怀念在初一穿
上自己辛苦做的衣服，心里美滋滋的。

节前水果批发零售火爆

批发商：大部分水果价格平稳没有涨
� � � �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刘方
实习生张晨易晓文） 水果是每
家每户必不可少的年货。昨日，记
者走访楚王城果品批发市场发
现， 年前我市果品批发市场呈现
购销两旺的繁荣景象。

走进交易大厅， 成箱成筐的
苹果、梨、砂糖橘、柚子等，色泽鲜
艳，果肉饱满，码放整齐。 厅内随
处可见装卸水果的推车， 人群熙
攘，一片忙碌。

临近
10

时
30

分， 记者发现
一位匆匆吃着早餐的摊主。“我们
从早上五六点就开始忙了， 饭都
顾不上吃。 年前水果需求量特别
大，一车都能拉走十来箱。 ”

另一位摊主告诉记者， 进入

腊月以后， 水果销售就进入旺季
了，尤其在节前一周，日销售能达
1

万元至
2

万元，“上个礼拜有好
多县里的批发商提前来我们这儿
进货，走量大，就是囤着节前卖，

市里面的现在也几乎是一天跑一
趟，就指望这两天呢。 ”不过由于
今年节前持续的阴雨天气， 与往
年相比， 销量没有明显的增加，

“下雨了，散客就不愿意来，直接
在市里面买了， 进正月水果销量
就少了， 这边不少老板都趁着正
月里生意少回家休息去了。 ”

市民吴女士在摊位前把挑选
的三箱蜜橘、 两箱苹果搬上车，

又让老板拿了一箱草莓，“往年
都是直接来这儿买， 价格要比外

面便宜些， 也容易挑到质量好
的。 ”

记者注意到， 几位身着西装
制服的小伙子正对照着手中的表
格在摊位前挑选水果。“我们是为
公司采买果品的，除了年会上吃，

过年公司给每个员工都发一箱苹
果、一箱梨和两个柚子。 ”说着
几个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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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箱水果装上
车。摊主老板告诉记者，像这种
给单位采买年终福利的从上个月
起就陆续来了不少， 比起散客和
每天来批发的商贩， 他们要的量
会更大， 也是年前水果市场的重
要客源。

今年的菜价、肉价涨声一片，

不少市民大呼吃不消， 但走访水

果市场时，记者却发现，今年的水
果价格走势相当平稳， 部分水果
甚至较往年低。 苹果

2

元
/

斤，橘
子

1.5

元
/

斤，梨
1.5

元
/

斤，砂糖橘
3.5

元
/

斤，柚子
2.4

元
/

斤等。水果
价格与往年相比基本上没什么变
化，比如猕猴桃稍涨一点儿，但也
就是一斤差几角钱，龙眼价格比之
前还降了，往年一箱得

30

元，今年
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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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价钱都有。

“主要是天气。昨年年前下雪
了，运费、贮存都受影响，成本增
加，价格自然就高，今年年前阴雨
天多，来的人少，价钱就比往年偏
低， 再加上今年水果收成本身也
不错， 就形成了这种稳中有降的
局面。 ”一位摊主说。

春节,您家里
备液化气了吗？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王
洋）还有几天就过年了，过年讲
究的就是“年年有余”，市民在
这个时候总喜欢囤积很多东
西，有人忙着买吃的，也有人忙
着囤积一点用的，比如液化气。

昨日， 市民高女士正在家
里蒸馍，刚蒸到一半儿就发现
没有液化气了，高女士赶紧
给就近的液化气站打电话，

让人送来， 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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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钟，

才见着工作人员，一进门，孙师
傅就忙着说：“久等了， 最近让
送液化气的居民多了， 自己都
忙不过来， 已经连续两天都顾
不上吃中午饭了。”为了能一次
多送两罐液化气， 孙师傅还将
平时用的自行车换成了电动
车。

记者咨询了市区多家液化
气站， 工作人员表示， 大过年
的， 很多市民都担心万一家里
气用完了，“断气”不吉利，还是
有备无患的好， 有些居民甚至
一家要备上两罐气。“腊月二十
以前还没怎么忙， 就是过了小
年之后， 集中换液化气的高潮
来了，过年前两天更忙，我们这
里的工人基本上一天到晚都奔
波在送液化气的路上。”工作人
员说。

对于春节期间换液化气，

工作人员表示，市区大部分液
化气站都是营业到除夕那
天，初一至初三基本上不送
液化气了， 因此建议大家要
在年前检查一下家里液化气的
使用情况，及时准备，以免耽误
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