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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汤圆成主角

传统口味降身价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
李亚云）“贵客钩帘看御街，

市中珍品一时来。”虽元宵未
至，但“市中珍品”———汤圆
已然“火”了起来。 各大卖场
纷纷为它们开辟专区， 市民
争相购买， 抢手的汤圆在近
日摇身一变，成了食品卖场中的

VIP

。

商场内，汤圆销售专区聚集了不少顾客。不同口味
的汤圆“躺”在冰柜中任顾客挑选。 不同口味的汤圆价
格相去甚远，卖场内黑芝麻、花生等传统口味的汤圆基
本上都在打折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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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思念黑芝麻汤圆售价为
6.9

元。

与普通汤圆相比，“个性十足” 的新式汤圆却口味
新奇，包装惹眼。 虽然其价格不太亲民，但还是受到不
少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热捧。

“咬上一口，是浓浓的果酱，想起来就很美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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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小孙正在某品牌的水果汤圆前挑选自己喜欢的口
味。酷感蓝莓、金郁香橙、清醇草莓、缤纷奇异果等水果
汤圆受到了不少女士的热捧，甜蜜菠萝、阳光香橙、浪
漫草莓等“水果玉汤圆”更是让人垂涎。

除了水果汤圆，今年的汤圆还“花样百出”。 茉莉
花、玫瑰花、百合花等鲜花口味的汤圆“争宠上位”。 在
我市东方红大道上的某家大型超市内，“思念” 花仙子
系列汤圆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目光。 虽然每袋净含量
240

克的汤圆售价
19.9

元， 但仍然阻挡不了市民尝鲜
的欲望。

传统与现代交融 农村生活红似火

我的老家在有“鱼米之乡” 美誉的谭家河乡席家
岭。小时候过春节，最期盼的莫过于回老家拜年。用菜
籽油炒出的青菜、黄瓜，没有一点儿肉沫儿，却香喷喷
的；几十口人住不下，拿捆稻草往灶台处一铺，睡着比
席梦思还柔软、暖和；大人们忙着打牌、唠嗑，孩子们在
院子里、田埂上追逐奔跑，笑声将漆黑和恐惧淹没。

这些美好的记忆伴随我成长。 不过，由于学业、工
作的缘故，再加上祖辈相继去世，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
乡拜年了。 今年春节，我跟父母回了趟老家。

回乡头一天刚下过雨。记忆中，有一年春节也是这
样，我穿着皮鞋行走在乡间小路，一脚下去再抬起，脚
上来了，鞋子还陷在泥里，深一脚浅一脚，我一直在跟
泥土做“斗争”。今年境况却大不相同，土路早已被水泥
路所替代，到二姑家时，鞋子还是干净的。一路上，电动
车、汽车鸣笛不断，与我们作伴。

几年不见，二姑家可谓是传统与现代交融。刚进大
院，承载着诸多记忆的土坯房还在，不过旁边却多了一
栋二层小楼；厨房里，烧柴火的灶台依然在冒烟，但电
磁炉、 冰箱等家电也一应俱全； 鎏金的春联越来越高
档，水缸上、鸡舍上贴的“富水长流”“鸡鸭成群”等对联
看着让人亲切。

午饭很丰盛。 清炖的母鸡，是散养在竹林里的；干
扁豆煮腊排， 食材是自家养的土猪； 放在牛肉里的豆
巾，年前才在集镇豆腐坊买的……不等二姑招呼，一桌
子十几个菜，一家人吃得喷香。“这才是真正的地锅饭，

无添加无污染，多吃点。”同样在城市居住的小姑说道。

临走时，二姑将“笨”鸡蛋、“笨”鸭蛋分别准备了好
几兜，让我们带回去，家家都很欢喜。 “以前，农村人看
城里啥都新鲜，现在倒翻过来了，城里人看农村东西，

啥都宝贝。 ”大姑忍不住调侃道。

元宵未至，花灯已靓。擎天柱、大黄蜂、太空飞船……一个个来自电
影中的形象以巨型花灯的形式亮相我市某大型商场的广场前。 造型独
特的花灯不仅吸引了来往市民的目光， 也将浓浓的节日氛围提前带到
大家眼前，路过市民纷纷与之合影留念。 见习记者李亚云摄

奋力戳屏抢红包，没有网银白忙活？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陈
明娟）进餐时，晚辈不能先动
筷子，要等长辈拍完照，才能
夹菜。

晒美食的时候，让长辈先发
朋友圈，长辈发完要及时点赞。

亲朋好友来做客，要及时
迎上去告诉

Wifi

密码；把家
里的孩子拉到群里，这样发红
包还能省点。

拜访朋友前，要提前确认
主人是否在家， 头天问清楚：

约吗？

由网络流行的这些“春节
注意事项”可见，发微信、抢红
包已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事儿，

在中老年人群中也刮起了一
股热潮。

伴随着这股潮流，也出现
了令微信迷们困惑的问题。

“我爸天天抢红包，甚至
连做饭、开车、上厕所的工夫
都不放过！ ”市民刘小姐郁闷
地说，“可抢到最后才发现，没
有网银，红包不能转现，又不
知道怎么花，白忙活了。 ”

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
国银行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
者：“微信红包想要转现很简
单，只需要在‘微信

-

钱包
-

添
加银行卡’ 中绑定一张银行
卡，钱包中的‘零钱’就可以转
到银行卡中了，没有开通网银
也没关系。 ”

那些微信红包还没转现
的小伙伴们，不用再为没有网
银而担忧了， 赶紧行动吧，你
们奋力戳屏抢来的红包可以
使用啦！

迎元宵 花灯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