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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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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牵手七夕

我市中心城区
160

余对新
人喜结连理

信阳消息（首席记者李亚云）

8

月
9

日是中国
传统的七夕情人节。当日，许多新人先后来到当地民
政局排队等待，登记结婚。 截至当日下午下班时间，

记者从河区、 平桥区及羊山新区三处的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统计数据得知：七夕当天，我市中心城区共
有

160

余对新人喜结连理，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为保证今天来到这里的
新人都能顺利办理手续，我们提前了上班时间，并
延长下班时间。”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虽然工作人员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今年七夕，

我市并没有出现婚姻登记的高峰。 记者经采访了
解到， 中心城区各民政局前来登记结婚的新人较
平时略有增加。七夕当天，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有

72

对新人办理了结婚手续，平桥区民政局有
82

对新人办理了结婚手续，

9

对新人在羊山新区
民政局登记结婚。

“

8

月
8

日至
10

日这三天都是不错的日子，

所以领证人数比较平均，不会相对集中。 另外，现
在年轻人领证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对日期的选
择没有那么计较。”平桥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
人员分析说。

虽然没有出现领证高峰， 但不少新人还是认
为，选择七夕这一天登记结婚比较有纪念意义。 “因
为七夕是中国传统佳节，所以我们特意选择今天来
登记， 希望这个节日的浪漫幸福能够一直延续下
去。 ”领到结婚证的

90

后小伙儿小刘说。

“消夏申城夜”系列报道之五·美食篇

浓情夜晚“邂逅”美食

信阳消息（首席记者韩蕾）

白天闷热，不少市民都胃口不好，

吃不下饭，但是到了晚上，暑气消
散，胃口也随之回来，大快朵颐，

好不惬意。

“老板，来
20

块钱肉串，三条
烤鱼……”昨日晚上

7

时许，天色
刚刚变暗， 放暑假的大学生小杨
就来到红星路美食街附近的一家
大排档吃烧烤。 “从放假，我基本
上每周都会来吃一次烧烤， 天太
热，吃别的没什么胃口，不如约上
老同学，来这吃串儿，喝啤酒，开
心又自在。 ”小杨说。

在红星路美食街附近， 记者
看到， 这里的大排档已经陆陆续
续开始上人了， 每桌大概都有

3

到
4

人。 大排档的烧烤菜品也很
多样化，蔬菜、肉类、海鲜应有尽
有，不少大排档还搭配了炒菜、凉
菜以及小龙虾等。 一些烧烤摊的
老板告诉记者， 这个时期是大排
档一年之中生意最好的时候，每
天都要忙到凌晨两三点。

在一家烧烤摊点前，记者看

到， 摊主正在用环保型无烟烧
烤炉具进行烧烤。 该大排档的
摊主王先生告诉记者， 附近的
烧烤摊现在都在用这种环保的
烧烤炉，“人们越来越追求饮食
健康， 用环保烧烤炉不仅防止
油烟污染空气， 也能让市民吃
得更放心。 ”

除了传统美食———大排档，

其他美食也在悄悄“占领”市民的
夜生活。 去一个有特色的农家乐
吃绿色蔬菜； 去一个有品位的咖
啡馆喝杯饮料； 去一个手工制作
店

DIY

饼干……夜晚，市民能“邂
逅”的美食越来越多，多元化的美
食也逐渐在改变着市民追逐美食
的方式。

“我是今年年初回来的，回来
之后觉得现在信阳人越来越注重
健康， 开始追求既可口又对身体
有益的美食。 ”

9

日晚，正在东方红
大道一家咖啡馆调制咖啡的小涂
对记者说：“就拿我们店的咖啡来
说，不少市民刚开始喝咖啡的时候
只是好奇， 后来逐渐喜欢上咖啡，

愿意了解咖啡， 这个过程的转变，

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对美食从单纯
的口味，上升到营养健康了。 ”

同时，小涂还告诉记者，自入
夏以来， 每天晚上咖啡店的人都
很多， 虽然门店是晚上

10

点关
门， 但也会因为人多而延长营业
时间。

结束语：从
8

月
3

日开始，

本报推出了“消夏申城夜”系列
报道，分别从运动、纳凉、娱乐、

文化和美食五个方面， 对我市
的夏季夜生活进行了描述，截
至今日， 五篇稿子已经全部刊
发完毕。在系列报道刊登期间，

不少市民给本报打来热线电
话， 或在本报微信公众号上留
言， 称该系列报道为市民消夏
提供了帮助，如今，虽然“消夏
申城夜” 的系列报道将告一个
段落， 但是本报会继续策划出
更多的主题报道， 为市民的生
活提供服务和帮助。

信阳消息（首席记者李亚云
实习生张晓文）“传说中的‘板车
哥’来信阳了。 ”近两日，不少信阳
市民在街头见到了网红“板车
哥”。 黝黑的皮肤，精瘦的体格，浓
密的胡须已经发白， 他身后一辆
插满红旗的板车更加引人注目。

得知板车哥来信阳， 不少热心市
民纷纷献出爱心， 为板车哥的爱
心之行贡献一份力量。

距离“板车哥”第一次进入公
众视野，已有四年。 “板车哥”名叫
严家满，武汉人。

2012

年
6

月，一
位武汉摄影爱好者捕捉到他拉
3000

斤货前进的画面， 并随手发
到网络上，“板车哥”一炮走红。

在严家满引人注目的外表
下， 他背后收养弃婴、 每天啃馒
头、拉

12

个小时板车供孩子读书
的故事，更是感动了许多人。 最让
人感动的是严家满万里募捐助学
的壮举。

为了给上不起学的孩子募
捐，严家满开始拖着板车徒步。 每
到一个城市，他就摆摊募捐。

2013

年
8

月，他徒步经过了合肥、马鞍
山、苏州、上海等地，

3

个月后，到
达杭州。

2014

年
2

月， 他再次出
发，走向北京，

6

个月后，他拖着又
黑又瘦的疲惫身体，到达了终点。

短暂地休息了一个月后， 他再次
往广州行走，于

2015

年年初正式
完成。 三年里，他走过

70

个城市，

走完了武汉至北京、 上海和广州
的路，共筹得善款

21

万，捐给了
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当学费。

今年
8

月， 严家满开始了他
的第四次徒步募捐之旅。 与前几

次不同的是，严家满这一次出发，

获得了武汉市慈善总会的支持，

并正式注册成立了板车哥慈善公
益基金。

这一次， 严家满的信心比以
往更足了。 “我一没文化二没有
才，只能靠自己的力气，能帮助一

个是一个，募捐多少无所谓，主要
是想呼吁社会上的好心人帮助贫
困的孩子有学上。 ”在信阳街头，

严家满边擦汗边对记者说。

“在信阳待两天，下一站去驻
马店。 ”严家满说，募捐助学这条
路，他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3年徒步70城筹集善款21万

“板车哥”来信阳了

“板车哥”在
信阳进行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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