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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国庆节“遇上”中秋节，在这难得的
8

天假期中，

市民有的出门游玩，有的回家探亲，有的忙着健身，有的在家追剧休
息……不管是以哪种方式度假，对自己来说都别具意义。 为了能多角
度反映市民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在“双节”期间，本报记者分兵多路，

探访市民假期生活百态，记录市民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新变化。

“

”

雨天遇假期 出行挡不住

“十一”长假首日，虽然雨水并未间断，但
挡不住市民出行的脚步。

1

日早上
6

时许，信阳
火车站用川流不息的人群叫醒了还在沉睡的
城市，紧接着，信阳东站、信运汽车站、弘运汽
车站、高速公路上，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人群，大
家都趁着

8

天长假，去寻找诗意和远方。

1

日上午，记者在信阳火车站看到，进站
口排起了长队，大家都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

一人一票进站，并主动接受“三品”检查。候车
室里坐满了正在等车的乘客， 连过道里也站
满了正在候车的乘客，大家有说有笑。售票大

厅与自动取票机前，大家排队买票、取票，秩
序井然。

客运方面，记者在信运汽车站看到，几个
售票窗口前都排着队，但秩序良好，几台自动
购票机旁，也有工作人员正在引导市民操作。

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车站广播也不时响起，

提醒乘客前往相对应的车辆进行乘车。

道路交通方面， 虽然有不少开车回来的
市民，也有不少自驾出行的市民，但我市整体
交通情况较为畅通，主干道车辆虽多，广大车
主依然能够按照顺序以及交警的指挥前行。

为了保障道路交通畅通安全，“十一”期间，我
市交警全员上岗。

度假方式多 轻松乐开怀

“十一”长假，除了外出旅游领略自然风
光之外，假期里和家人、朋友一起锻炼身体、

看电影、 品尝美食或者宅在家中读书充电都
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这次‘十一’假期共
8

天，我便早早地和
朋友们约好去重庆和成都旅游，去吃火锅、看
大熊猫。 ” 家住东方今典的徐华女士告诉记
者，车票和酒店都是提前预订好的。

2

日，天空下着小雨，但在位于中山路鑫
鑫广场的一家瑜伽馆内， 记者看到不少市民
在这里练习瑜伽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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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孟鑫女士
锻炼了一个小时，就大汗淋漓。 她告诉记者，

今年假期放弃了出门旅游的计划， 选择和家
人一起来运动健身， 感觉这种度假方式十分

有意义。

在恒大影城记者看到，前来现场购票、网
络取票的市民络绎不绝， 电影院的休息区更
是坐满了等待的观众， 旁边卖饮料和爆米花
的服务员忙得不可开交。 “早就听说了国庆节
要上映几部电影， 但由于平时工作太忙没有
时间看， 现在正好趁假期带家人一起来看看
电影，放松放松。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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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羞羞的铁拳》电
影票的黎先生高兴地说。

除了健身度假外， 亲情度假也成了不
少市民的首选。在外地工作的王艳，今年“十
一”选择回家与父母团圆。王艳告诉记者，她
在外地打拼多年， 很少有时间回家中探望，

如今父母已年过花甲，为表示孝心，假期她
打算陪父母聊聊天，做做饭，再带着父母在
周围逛逛。

婚礼来扎堆 酒店婚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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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是“扎堆”结婚的月份，国庆长
假更是市民喜结良缘的首选，今年“十一”也
不例外。

10

月
1

日、

2

日和
5

日都是人们认可
的结婚好日子，信阳的婚庆也是一片红火。

“秋高气爽天气好， 亲朋好友齐参加，在
这么一个举国同庆的节日结婚， 图的就是大
吉大利。 ”准备

3

日结婚的新郎宋书涛说，早
在

5

月份的时候， 他的家人就开始着手订酒
店，一开始他还觉得家人有些着急，可跑了几
天，心仪的酒店都订满了，他才觉得家人的做
法是明智的，“我没想到提前

5

个月都订不
到， 信阳几家好的酒店工作人员说过年的时
候基本都订满了，真是太夸张了。 ”

“今年的国庆办婚礼的‘新人’比往年更

多，有的时候一天就有七八对新人结婚。 ”德
龙太子酒店负责婚庆的张经理向记者透露，

国庆加中秋
8

天每天的婚宴桌数都在
50

桌
以上，

10

月
1

日和
2

日都是办婚礼的热门日
子，更是达到

80

桌以上，“到
5

月份就已经把
这两天的婚宴都订满了。 ”

“十一”期间酒店生意火爆，婚庆公司也
是非常忙碌。 “每年最忙的就是十月，结婚的
新人特别多，很多新人半年前就开始预订国
庆的婚庆，为了保质保量上个月我们就停止
了国庆婚庆的接单。 ”记者

3

日走访了我市
多家婚庆公司，了解到国庆期间他们的行程
都安排满当，“从

10

月
1

日早上开始到现在
3

日，我们每天睡不到
4

个小时，还觉得时间
不够用很仓促。 ”嘉和婚庆的工作人员说，国
庆期间一天都要办六七场婚礼。

中秋忆往事 感怀各不同

又到中秋节，想必很多家庭都会聚在一起，聊着儿时那
些关于中秋的记忆。 独属于这个节日的月饼，在不同年代的
人群中也有着不同的“滋味”，有甜蜜、有幸福、有伤感……

河南路社区居民郭有清已年过七旬，在她记忆里，童年岁
月就是“要啥没啥”，因为家里条件有限，中秋节家人从来没有
吃过月饼，而她对中秋节唯一的念想就是吃一顿饺子。 “过节
这天， 母亲才会拿出家里最好的储备———白面， 包上一顿饺
子。 ”郭阿姨说，那时吃的饺子大都是素馅的，但仍感觉很香。

“那个年代， 很多东西都是限量供应的， 我们全家
5

口
人，中秋节只能买上一斤月饼。 ”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市
民王刚说，每次月饼买回家，母亲怕孩子们偷吃就会锁起来，

到了中秋夜才把月饼拿出来分吃， 虽然每人只能分到一小
块，但是吃到嘴里的瞬间就会感觉很幸福。

回忆起以往的中秋节，

80

后的陈秋云最期待的就是晚上
和家人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看月亮听父母讲故事，“和父母一
起坐在平房房顶上，数着天上的星星，看着圆月再听着父母
讲过去的故事，太怀念这种感觉了。 ”

对于
19

岁的冯庆琦而言，中秋节不只是一个假期，它是
全家人的一个大节日。 在他们家，上至年过八旬的爷爷奶奶，

下到刚满
2

岁的小侄女，中秋节这天，全家
4

代
18

人都会来
个家族大聚会。

“在我家，中秋意味着团圆。 每到此时，长辈都会准备一
桌团圆饭，一家人围桌而坐，享受温馨的时光。 ”冯庆琦说。

信阳景色美 引来八方客

“十一”假期期间，我市秀丽的山水风光和清
新的空气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自驾车川
流不息地涌入我市各大旅游景点。

10

月
5

日下午
2

时，记者在南湾湖风景区看
到游客在售票窗口前排起了长队。“我们一大家子
共

9

人一起来到南湾感受豫南明珠的魅力， 没想
到这里空气这么好。 ”来自许昌的王丽女士说。在
南湾湖风景区的停车场内，由于停车爆满，景区的
工作人员正在指挥车辆有序地进出。 记者发现自

驾游的游客不仅有鄂、豫、皖周边省市的，更有不
少来自北京、山东、浙江、上海等较远省市的游客。

外地游客纷纷表示， 信阳的山水风光和清新的空
气是吸引他们来游玩的主要原因。

“你看南湾湖四周的群山被云雾缭绕着，仿佛
仙境一般，游览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带着外地的亲
戚来游览的市民刘群钰告诉记者。 “我们是专程从
武汉来信阳游山玩水品尝美食的，昨天我们一家四
口在雨中登上了鸡公山报晓峰，沿途的风景十分秀
丽。 爬完山后全家又去依云温泉小镇泡温泉，感觉
非常放松。 ”正在排队购票的张女士说。

商场折扣多 掀起购物潮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多阴雨，但这并没阻挡市民和游
客的热情，信阳各大商场、超市、购物街人流如织，消费
暴涨。 走上信阳街头，记者发现“欢度国庆”的装饰物随
处可见，各大卖场的售货员们卖力地吆喝着，满满都是
过节的气氛，折扣、特价、满减等优惠活动的促销条幅、

广告牌和易拉宝扑面而来，让人眼花缭乱。

“我正准备买点礼物去看望老人，和他们吃顿团圆饭。 ”

市民王先生如是说。 “我们是从郑州来的，来买点儿信阳的
特产食品，带回去让家里人尝尝。 ”游客黄女士说，信阳的山
水很美，美食更是让人忘不了，她准备买些茶叶、糍粑、臭豆
腐带回去给家人。

记者从各大卖场了解到，今年“十一”期间卖场购物
者较去年有增无减。 “这几天顾客比平时多了很多，而
且成交量也挺大。 ”某女鞋品牌的售货员告诉记者，截
至下午

2

时，该专柜的销售额已经是普通双休日的一倍
以上。

“一直以来， 国庆长假期间都是线下实体店的销售旺
季。 ”我市一家商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长假期间出游
的消费者占到了一定的比例， 这部分消费者很少会在旅游
的过程中网购， 再加上逢假期商场都会进行大幅度的优惠
促销活动，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者于假日期间在
实体店消费。

本报记者李倩

本报记者李倩

游客多文明 旅游现新风

车辆有序停放，不随地扔垃圾，不损坏景区
物品……如今，这些文明旅游的良好行为已经成
为游客的自觉习惯，贯穿于黄金周旅游中。

6

日上午，记者来到南湾湖风景区。连续多天
的阴雨后，南湾湖景区门口人头攒动，格外热闹。

景区大门处，按照交警的指挥，车辆有序进出。 进
入景区的车辆， 也都整整齐齐地停在了停车位
上。 景区售票处，游客自觉在售票窗口前排队，有
序购票。 “整体秩序很好， 基本上不需要维持秩
序。 ”景区门口一保安人员告诉记者。

趁着排队买票的时间， 有部分游客提前吃起
了自带的午饭。 在记者观察的

10

多分钟时间里，

吃午饭的游客没有一个人将塑料袋、 食物残渣随
地丢弃，其中，一名三四岁的小游客跑去老远，将
手中的垃圾扔进垃圾桶，卫生习惯让人赞叹。记者
留意到景区门口虽然人多，但因为地面整洁，保洁

人员经常能有休息的时间。在景区里面，大家也都
做到了有序排队，不乱丢垃圾，不随地吐痰。

随后，记者又来到贤山。 因为雨才停，贤山游
人不多。 一路走来，贤山各处基本没有垃圾。

市民李先生在
6

日这天来到了新县许世友将
军故里。 他告诉记者，一路上，他也见识到了游客
文明程度的提高，“大家在参观时保持了良好的
习惯。 在参观许世友将军故居时，大家都认真听
取工作人员的讲解，站在规定线外，认真看他曾
经居住过的地方，曾经用过的物品，静静聆听许
将军的故事，感受他不平凡的一生。 在将军墓前，

许多游客都自觉静默、鞠躬，表达对将军的敬仰、

思念之情。 ”

“我去过很多地方， 感觉我们祖国的山河很
美。 美丽的风景需要良好的行为来保持。 现在人
们的素质越来越高，文明旅游已经成为许多人的
一种自觉习惯，成为一种新风尚。 ”来自驻马店的
袁女士这样说道。

本报记者杨长喜

乡村游火了 村民们富了

�

长假期间，我市天气多以阴雨为主，许多市
民放弃了“远方”，选择了秋日信阳“诗”的气息。

于是，周边那些秀美村庄，便成了市民们休闲度
假的最好去处。

4

日上午
9

时，虽然下着蒙蒙细雨，但新县田
铺大湾渐渐热闹了起来，游人接踵而至。 “早就听
说田铺大湾始建于民国初期， 是典型的豫南民
居，很有特色。 我们虽是信阳人，但还从来没来
过。 ” 正在为同伴拍照的市民郭女士告诉记者，

“真是不枉此行，我们去过大江南北许多省市，竟
然没发现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
信阳人看到了商机， 很多农民选择家门口创业，

办起农家乐、搞起土特产经销。 如今，这些农家乐
生意火爆，一些田间野菜、山中野味、乡土特产
等，都成餐桌主打菜，被游客们视为美味佳肴，农

家饭已经成为农民致富新门路。

7

日傍晚， 十三里桥乡一个看似比较普通的
农家饭庄里停满了车，不少是北京、湖北、广州的
牌照。 “我的祖籍是信阳的，但很多年都没有回来
过。 这次回来后，信阳的朋友专程带我来吃农家
饭，体验农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
义的一个假期。 ”来自北京的游客张先生笑着告
诉记者，“看着咱信阳越来越美丽，信阳人越来越
富，我很高兴，我还有了回信阳创业的想法，到时
候就先弄个大农场。 ”

饭庄后厨，厨师和几名服务人员忙得不可开
交。 饭庄负责人王顺利告诉记者：“我这提供水上
垂钓、吃农家饭、住农家院、体验农家风俗等旅游
项目，很受游客欢迎。 这几天生意非常好，每天都
满员。 我觉得游客们来吃饭不但是要吃不一样的
农家风味，还对地方的环境有要求。 所以，我们农
民能够富起来，全沾了咱信阳大力发展美丽乡村
建设的光！ ”

本报记者周涛

本报记者马依钒 本报记者郭晓雨

本报记者郭晓雨

练瑜伽放松身心乡村游客络绎不绝

信阳火车站进站口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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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庆遇上中秋，这个假期别样精彩

———本报记者兵分多路探访市民“双节”期间生活百态

游客在田铺大湾创客小镇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