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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过元宵系列报道之五

灯谜竞猜闹元宵文化过节好热闹

信阳消息（记者李亚云）

为庆祝一年一度的元宵节，

2

月
12

日， 灯谜竞猜活动在我市图
书馆热闹上演。猜灯谜，领礼物，

欢乐气氛在市图书馆内弥漫开
来，

500

条灯谜让现场
2000

余
名市民度过了一个文化节。

12

日上午
9

时
50

分，抵挡
不住前来参加活动市民的热情，

市图书馆比预计时间提前
10

分
钟开始了猜灯谜活动。在图书馆
灯谜竞猜活动现场， 人潮涌动，

耳边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大
厅内俨然变成了灯谜的天堂，

500

条悬挂起来的灯谜惹得市
民们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地写出

答案。

灯谜竞猜场外，市民们排起
了长队。 “猜对灯谜可以领礼物
呀，看，这都是我的战果。 ”来自
我市河中学的刘清兰小朋友
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手中的尤克
里里、 芭比娃娃等儿童玩具后，

再一次高兴地跑进竞猜场，继续
加入猜灯谜的队伍中。像刘清兰
小朋友一样，现场不少已然“收
获颇丰” 的市民仍不愿离开，纷
纷表示“争取能多猜出几个”。不
少人手中拿着笔记本、书签等奖
品徜徉在灯谜的海洋之中。

“观灯猜谜是我国流传已久
的习俗，今天我特意带孩子过来

猜灯谜。 猜不猜得中不重要，重
要的是让他感受一下这种传统
文化的氛围。 ”市民胡先生笑着
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午

9:50

开始的灯谜竞猜活动在将近
10:30

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难度较低的灯谜已被逐一“攻
克”，剩下的一些难度较高的灯谜
仍考验着市民的智慧， 大家绞尽
脑汁，与“拦路虎”做最后的博弈。

“竞猜灯谜的活动已经连续
举办了

7

年，市民参与度很高。这
不仅能营造出祥和欢乐的节日氛
围， 也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
化。”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说。不少现
场参与活动的市民表示，希望这样
有意义的活动以后多多举办，让更
多市民过上文化节。

编后语：

少了烟花爆竹的元宵节，远
离了喧嚣吵闹， 回归于传统平
静。节俭过节、环保过节、旅游过
节、 文化过节……辞旧迎新中，

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交织着传统
与新意，给市民带来更多丰富的
体悟。本组“文明过元宵”报道告
一段落，而文明创建、文明生活
将永续向前。

图书馆内灯谜竞猜人气足本报记者李亚云摄

叔叔，您在哪儿？

祖籍商城县的读者陈先生求助本
报寻找叔父陈正生

信阳消息（记者杨长喜）“血浓于水”，对于出生
后从未到过老家的陈晖来说， 商城县余集镇是他的
根。 如今，距离陈晖的爷爷离开商城县已有

86

年，他
想通过本报寻找自己在商城县余集镇的亲人。

陈晖
1970

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他介绍，

1931

年，

因躲避水灾，他的爷爷陈义瑞带着奶奶，挑着两个孩
子———陈晖的大伯陈正托和大姑离开了商城老家，

一路乞讨， 来到了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大港镇大田
村周璞组，并在当地安了家。

1938

年，陈晖的爸爸陈
正有也在江西出生。 这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一家
从未回过老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生活困难，爷爷陈义瑞在
商城唯一的侄子陈正生找到了他们，并在江西与他们
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
过，缺吃少穿，叔叔不是本地户口，也分不到田地，生活
就更困难了。父亲虽然当时是村里的革委会主任，但对
于落户这件事也是没办法。大概因为这个，叔叔后来离
开了我们，回到了老家，再也没有联系过。 ”

2009

年，陈晖的父亲陈正有也离开了人世。陈晖
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河南人，自己的根在商城。 为
了表达对爷爷的怀念，也为了找到自己的根，他想找
到自己老家的亲人。

陈晖听自己的父辈们说过， 他们的老家在商城
县余集镇上畈村，但因为父辈们都没回去过，具体是
哪个地方都不清楚。 他自己查过地图，也打过

114

询
问，可是已经找不到这个地方。 于是，他想通过本报，

寻找这个地方，寻找自己的亲人。陈晖说，如果自己的
叔叔陈正生还活着，现在应该是

75

岁左右。陈正生智
力方面有些不足，但与人一般的交流还是没有问题。

了解陈晖的情况后， 记者联系了商城县余集镇
政府。 该镇政府办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余集
镇目前没有上畈村这个地方，对于陈正生这个人，更
是没办法寻找了。 记者又通过其他渠道试图找到陈
正生，目前尚无进展。

在此，希望有知情者提供线索，帮助陈晖找到
亲人。 本报也将通过其他渠道帮助找寻。

春光明媚郊游踏青正当时

信阳消息（记者马依钒）这
两日，我市春光明媚、暖风拂面，

雨雪天气里的寒冷消失得无影
无踪。 趁着周末，不少市民携家
带口，到郊外踏青，或爬山、或游
玩，尽享美好春光。 太阳也分外
温暖舒适，

昨日上午，天气晴好，最高
气温达

15℃

，这么高的温度使得
不少人都感叹“早晨起床一点没
感觉到寒意， 看来春天真的来
了”。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到室外
沐浴这难得的阳光。 山坡上、公

园里、广场上，到处是放风筝的、

散步的、陪孩子玩耍的，欢笑声
一片。

记者在河公园、 天伦广
场、龟山公园等市区几个公共休
闲场所看到，游客如织、人气爆
棚。有晒太阳的，有放风筝的，有
拍照留念的，欢声笑语不断，热
闹异常。不少穿着棉服游玩的市
民，由于气温太高、燥热难耐，脱
下厚外套拿在手里，与温暖的阳
光近距离“接触”。

对于爬山爱好者来说，春光

春景难得，既可尽享阳光，又能
锻炼身体。市区近郊的贤山和震
雷山也一改雨雪天气下的少人
问津，颇受市民青睐。

昨日上午，记者在震雷山风
景区看到，不少市民纷纷脱去厚
厚的羽绒服，轻装上阵，登山踏
青。 “元宵节刚过去，这个年也算
是过完了。 趁着天气晴好，与几
个朋友组团登山， 呼吸新鲜空
气，舒展身心，以全新的面貌，投
入到新一年的工作和生活中
去。 ”市民周丽倩向记者介绍。

市民踏青游玩本报记者马依钒摄

问：交通事故中医疗费怎么计算？

答：根据受害方提供的其和本次交通事故
有关的实际就诊、治疗的医院、乡镇卫生院等医
疗机构出具的正规医疗费发票如住院费、 门诊
挂号费、放射费等正规发票确定总医疗费用。如
果伤情较重，以后还需要后续治疗，后续医疗费
不确定的，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索要。如果医
院诊断证明、 出院医嘱等上面明确注明后续治
疗将要发生的医疗费数额， 或者经过鉴定机构
鉴定确定必然发生的后续医疗费用， 可以与已
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索要。

关于交通事故的法律知识

（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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