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春运火车票今日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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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王洋）

2014

年铁路春运
将从

1

月
16

日开始，截至
2

月
26

日。昨日，记者
从信阳火车站了解到， 春运临客火车票于今日
（

12

月
23

日）开售，准备乘火车回家过年的旅客
要注意了。

据了解，

2014

年春运售票于今日启动。 与
2013

年春运有所不同的是，

2014

年春运开行的
临时旅客列车车票预售期提前到

25

天（含当
天）。 其中，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为

25

天；车
站窗口、代售点、自动售票机预售期为

23

天。 即
通过互联网和电话订票，

23

日起可购
2014

年
1

月
16

日车票；在代售点和集中售取票点购票，

12

月
25

日起可购
2014

年
1

月
16

日车票。

除了春运临客车票提前发售外， 其余日常

固定开行的列车包括高铁动车组车票预售期
不变，互联网和电话订票预售期仍为

20

天（含
当天）， 各代售点以及春运临时设立的集中售
取票点预售期为

18

天（含当天），将在本月
28

日开售。

火车站工作人员提醒，所有的车票均在一个
系统公开对外发售， 但是互联网和电话订票优
先， 其次是各代售点和临时设立的集中售取票
点，最后是车站窗口和自动售票机。因此，购买火
车票应该首选互联网或电话订票，窗口购票和取
票应就近选择代售点。如果互联网或电话订票系
统显示车票已售完，则其他售票方式也买不到车
票，无需再盲目到窗口排队，应及时改变出行日
期或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出行。

方德海：接残贫群众进城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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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又要到新年了。 没
想到我这个农村的残疾人也能像城里的
人一样，在城市的大酒店里和‘亲人’一
起快快乐乐地迎新年。”

12

月
20

日，平桥
区邢集镇

54

岁的残疾人林纪全动情地
说。

林纪全所说的“亲人”是指市人社
局的普通职工方德海。 林纪全从小患
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不能行走， 一直
一个人艰难地生活。

1988

年方德海回
老家过春节时， 了解到林纪全生活窘
迫，就决定资助他，没想到，这一善举
方德海坚持了

25

年。今年
7

月
6

日，本
报以《方德海， 二十五年践行雷锋精
神》 为题对方德海坚持做慈善的义举
进行了报道。

12

月
20

日， 记者在回访方德海
时， 正赶上他将长期资助的残疾人林
纪全接到市区大酒店里迎新年。 在温
暖的房间里， 记者看到围坐在一起的
还有方德海近几年资助的残疾人杨厚
亮、困难群众杨传友、王霞及方德海的
家人。

“新年快到了，我就是想尽我的能
力，让他们团聚在一起，感受团团圆圆
过年的味道。 ”方德海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方德

海的计划是拿出
1.6

万元做慈善。 他除
了坚持每两个月到这

4

户残贫群众家
中送米、面、油、鸡蛋等生活必需品外，

还向其他一些困难群众捐款。“目前
1.6

万元基本花完， 由于物价因素，

2014

年，我计划拿出
2

万元做慈善。”方德海
坚定地说。

在充满着亲情的团聚中，方德海的
老伴儿陈书梅不时地给林纪全等人端
茶倒水、削水果、递瓜子，方德海忙着给
残贫群众夹菜、倒酒。 林纪全端起酒杯
激动地对方德海说：“你把我从

100

多
里路远的农村接到市里的大酒店‘过
年’，这是我从没有想到的。感谢你这个
好心人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你就是我
的亲人。 ”

“作为一名老党员，帮助弱势群体
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并且在帮扶困难群
众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他们不仅生活艰
辛，而且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 我除了
保证他们每月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外，还
经常和他们电话沟通，了解他们的思想
动向，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好好生活。 ”

方德海说。

临出酒店时，陈书梅把新买的棉鞋
递到林纪全手中，并叮嘱他“天气冷，穿
暖和点儿，别冻着脚”。方德海忙把米面
油等生活必需品装上车，送这些心怀感
激的困难群众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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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 满城尽飘饺子香

毛桂枝和老伴儿正在包饺子。

手工水饺受青睐
虽然冬至刚好赶上周日，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

自己亲手包饺子。 “周日加班，只能买些速冻水饺回去
煮着吃。 ”

12

月
22

日上午，在市区一家超市的速冻水
饺专柜，正在挑选水饺的刘女士对记者说道。 单身的
她本来打算趁着周日约好友一起擀皮儿、 剁馅儿、包
饺子的，但是临时加班把计划全部打乱。 “从小妈妈就
告诉我，冬至不吃饺子冻耳朵，再怎么忙也不能忘记
了
!

”刘女士说，刚一下班，她就赶紧来超市买水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市民吐槽超市的速冻
水饺皮比较厚，吃起来感觉有点硬，更愿意去饺子店
选购手工水饺。 胜利路一家常年销售手工水饺的商铺
早早地就把当日供应的水饺种类张贴在店铺门前，以
方便顾客选购。 馅儿料有芹菜、萝卜、韭菜、白菜、羊肉
等， 种类多样的水饺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选购，一
上午的工夫， 整整一冰柜的水饺已卖得差不多见底
了。

“冬至吃饺子不冻耳朵，这习俗不能丢，无论是买
的还是自己动手包的，在寒冷的冬天，吃上一顿热气
腾腾的饺子总是件高兴的事儿！ ”正在选购水饺的小
陈笑着说道。

药汤饺子能祛寒
相传南阳医圣张仲景曾

在长沙为官，他告老还乡那时
适逢大雪纷飞的冬天，寒风刺
骨。他看见南阳白河两岸的乡
亲衣不遮体，有不少人的耳朵
被冻烂了， 心里非常难过，就
叫其弟子在南阳关东搭起医
棚，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
药材放置锅里煮熟，捞出来剁
碎， 用面皮包成像耳朵的样
子，再放到锅里煮熟，做成一
种叫“祛寒矫耳汤”的药物施
舍给百姓吃。 服食后，乡亲们
的耳朵都治好了。 后来，每逢
冬至人们便模仿做着吃，是故
形成“捏冻耳朵”此种习俗。以
后人们称它为“饺子”，也有的
称它为“扁食”和“烫面饺”，人
们还纷纷传说吃了冬至的饺
子不冻人。

自己包的饺子就是好吃
“冬至吃饺子，不冻耳朵。 ”

12

月
22

日
10

时， 家住河区五星街报晓新村小区的
毛桂枝一边包着饺子一边说道。

每年冬至，毛桂枝都早早地起来，把面
发好，把萝卜洗干净，炒好肉馅儿，包上一
顿美味的饺子。毛桂枝告诉记者，外面买的
速冻饺子， 总是没有自己动手包的饺子好
吃。虽然儿女都忙着工作，这一天很少回家
吃饺子， 但是她和老伴儿还是要亲手包一
些。 “今年儿女们都忙着工作，又不能回家
吃饺子了。虽然吃不上家里的，但是嘱咐他
们在外面也要吃一些。正好

2010

年我认了
一个干女儿，人非常好，也在市区工作，早
上就打电话邀请她中午来家里吃饺子了，

大家一块过节才热闹啊。 ”毛桂枝说。

临近中午， 一个个皮薄馅儿多的饺子
摆放在切菜板上。 “等会儿烧开水，饺子下
锅后，等漂起来就快熟了，吃上一些，你的
耳朵就不会冻了。 ” 毛桂枝笑着对记者说
道。

自
己
动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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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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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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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大如年”， 作为
我国的传统节日，冬至历来
为人们所重视， 吃饺子的习俗
也一直延续至今。 不管是速冻的
还是自己动手包的， 在寒冷的
冬天里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
饺子，会感觉暖暖的。

本报记者周亚涛吴楠
见习记者买祥发

本报记者张勇

正在火车站售票大厅购票的旅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