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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 “龙抬头”

理发店顾客盈门生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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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 王 洋）民谚

有“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

头” 的说法。 昨日是农历 “二月

二”，虽然近年这一习俗已逐渐淡

薄，不过为讨个好彩头，不少市民

还是选择在这一天去理发， 理发

店生意火爆。

在“二月二”这天理发，叫“剃

龙头”或“剃喜头”。小孩儿理发健

康成长，长大后出人头地。大人理

发，辞旧迎新，希望带来好运。

昨日上午， 在民权路一家理

发店内，记者看到，十几平方米的

店内，挤满了来“剃龙头”的顾客，

已经座无虚席，

3

位发型师也都

忙得不可开交， 中午饭都没来得

及吃。 “今年‘二月二’正赶上周日，

所以顾客比往年要多一些。 ”店长高

先生告诉记者，截至中午

12

时，到店

里理发的人数是平时的一倍。

而在东方红大道的一家婴幼

儿游泳馆内， 虽然排号还需要很

久， 市民袁女士依然带着孙子在

等待。“民间习俗嘛，来凑个热闹，

也希望孙子能健康成长。”袁女士

笑着说。 正坐在一旁等待的张

女士告诉记者 ， 长辈们几天前

就提醒她带着小孩儿来剪发，讨

个吉祥。 “来了一看，没想到这个

传统习俗还有这么多人保持着，

虽然不确定真会给人带来好运，

但至少能给孩子换个形象。 ”张女士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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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为支持信阳教育事业发展，希望为乡村教师煮上一壶暖暖

的热水，保证他们的饮水健康，帅太橱柜信阳经销商向市教育局捐赠

了

100

个电热水壶。 本报记者 黄 慧 摄

二月二“龙抬头”民俗趣解：

“剃龙头”“吃龙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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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２

日，农历二月初二，是我

国民间所说“龙抬头”的日子，这一

天也被称为“春龙节”，预示一年的

农事活动即将开始。 民俗专家表示，

“二月二”是我国民间很重要的一个

传统节日， 民间有 “剃龙头”“食龙

须”等趣味习俗。

民俗专家由国庆介绍，所谓“龙

抬头”指的是经过冬眠，百虫开始苏

醒。 在过去，这一天清晨，家家户户

要举行“引龙”仪式，用灶灰末、谷糠

或黄土从家里撒到附近的河边，然

后再撒回来，表示把“懒龙”带出去，

把“勤龙”“钱龙”引回来，期盼新年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财源滚滚。

“二月二”这天，妇女一律不做针线

活，怕针扎了“龙眼”。有的妇女还要坐在炕上

敲炕沿儿，念叨着“二月二龙抬头，蝎子

蜈蚣不露头；二月二敲炕沿儿，蝎子

蜈蚣不露面”之类的吉祥话。

民间俗信， 有正月不剃头的习

俗， 所以到了龙抬头这天也成为剃

头理发的好日子。 这一天理发，叫

“剃龙头”或“剃喜头”。 借龙抬头这

一吉时，保佑孩子健康成长，长大后

出人头地；大人理发，辞旧迎新，希

望带来好运。 民谚有 “二月二剃龙

头，一年都有精神头”之说。

为了讨吉利、求喜气，这一天，

我国各地普遍把吃的东西都加上

“龙”的头衔。

由国庆介绍， 吃水饺叫吃 “龙

耳”，吃春饼叫吃“龙鳞”，吃面条叫

食“龙须”，吃米饭叫吃“龙子”，吃油

糕叫吃“龙胆”，吃馄饨叫吃“龙眼”

等。 有意思的是，天津人在这一天吃

烙饼、煎焖子。

由国庆表示，吃焖子、烙香饼的

同时， 天津人还要吃炒鸡蛋、 炒豆芽

菜、拌春菠菜等清淡菜品。 这种吃法，对

消除一个正月的油腻大有益处。

民俗专家表示，“二月二”这天，

种种趣味习俗， 表达了人们祈求幸

福、安康和吉祥的美好心愿，也给我

国的民间节日增添了丰富多样的色

彩。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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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权路一家理发店内，发型师正在为一位小朋友“剃龙头”。 见习记者 买祥发 摄

海南西瓜赶早上市

销量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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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 王 洋 见习记

者 买祥发） 虽然天气还有点儿冷，

不过在市区街头， 从海南等地运来的

西瓜已经赶早上市了。面对又甜又水的

西瓜，有的市民却不禁要打个寒战。

昨日， 在长安路上的一辆小货

车里， 摆满了碧绿的西瓜。 在车体

上，摊主打出了“海南西瓜”的红色

横幅。 有的西瓜被切成两半用保鲜

膜包裹着，鲜红的瓤，薄薄的皮，卖

相诱人。 “都是从海南运过来的，现

场验货，不甜不收钱。 ”看到记者过

来，摊主赶紧推销起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西瓜虽诱人，

买的市民却不多。 摊主李先生和妻

子一直在货车前的板凳上坐着，等

待顾客。 “我们是从驻马店来的，整

车西瓜有

1000

多斤，运来一个多星

期了，只销售掉十几个。”李先生说，

这几天天气还有点儿冷， 所以买的

人比较少。

“多少钱一斤？ ”“

3

元一斤，保

准好吃。 ”采访时，一位顾客从西瓜

摊儿前经过， 问过价钱后走开了。

“有点儿贵，现在吃也有点儿凉。”该

顾客说。

“别看价格贵，但路费、保鲜费

一加，我们也赚不了多少钱。 ”李先

生告诉记者，由于价格贵，一个西瓜

十几斤或者二十几斤， 很多人即使

买也是每次买一半， 销量不好让他

有点儿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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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月

5

日学雷

锋纪念日来临之际 ，

昨日上午， 市人社局

老党员方德海来到平

桥区明港镇， 看望残

疾人 杨 厚 亮 和 林 纪

全 ， 为他们送上米 、

面、油、鸡蛋等生活用

品和生活费。据了解，

今年

57

岁的方德海，

从

1992

年就开始救

助一些困难群众 ，

20

多年时间里， 本不富

裕的他， 却总是尽心

尽力地去帮助别人。

本报记者 王 洋 摄

春天到 风筝俏

市民忙趁东风放纸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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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 韩 蕾）初

春时节，万物复苏，又到了放风筝的

好时节。 昨日下午，在天伦广场，记

者看到造型各异的风筝在天空中飞

舞，煞是好看。有年轻的父母陪着孩

子在放风筝，感受春日的美好；也有

白发苍苍的老年人， 用手拉扯着风

筝线，风筝越飞越高。

广场上一风筝摊儿的摊主告诉

记者，每到这个季节，她就会批发一

些风筝出来摆摊儿， 而根据造型和

质量的不同， 风筝价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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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到

60

元。 “今天是周末，孩子吵着要出来

玩，所以就带他来广场上放风筝了。”正

在陪儿子挑选风筝的王女士说，“在

家待了一周了，出来跑跑也好！ ”

“放风筝不仅要仔细观察风筝

的走向， 还要根据风筝的走向来回

跑动 ， 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锻

炼。”正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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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女儿讲解如何根

据天气条件调整脚步和风筝线的周

女士对记者说， 她带孩子放风筝都

会到比较开阔的广场， 这样不仅视

野好， 而且不易缠到电线杆或者树

上，安全系数比较高。

“放风筝总是需要昂着头，对颈

椎也是个很好的锻炼。 像我年纪大

了 ， 就需要多到室外活动活动筋

骨。”正在折叠风筝准备回家的李爷

爷高兴地对记者说，“而且当看到自

己的风筝飞上蓝天的时候， 那种满

足感真是溢于言表！ 这不仅锻炼了

身体，而且还给人带来愉悦的心情，

真是一举两得！ ”

关爱乡村教师

情系困难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