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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丽亚

今年春节假期，忙碌了一年的
市民，趁假期带着家人走出家门休
闲娱乐……

逛庙会 吃小吃

大年初一，天气晴好。在市区
河上街庙会，记者见到了市民刘莹
一家。

刘莹告诉记者，平时忙生意，
很少有机会带着家人出门玩儿，趁
着过年，店里不营业，她带着全家
人一大早就到河上街逛庙会。“离老
远车就不好走了，我赶紧找了个停
车位，把车停好，走着到了庙会
上。”刘莹说，才九点多，庙会上就
已经很多人了，不少市民是携家带
口出来玩儿。

“庙会上，熙熙攘攘，叫卖声、
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可真热闹。
五花八门的东西让我和孩子们看都
看不过来。”刘莹说，女儿和儿子来
到庙会上特别开心。虽然往年也有

庙会，但这是她第一次带孩子们来
逛庙会。孩子们一会儿看看酸甜可
口的冰糖葫芦，一会儿看看可爱的
毛绒玩具，一会儿又要看玩杂耍
的，让大人们跟在孩子身后跑个不
停。

“很有意思，尤其是河上街的
布衣巷，走进去很有感觉，我们差
不多每个店都进去了，吃到了不少
地方的名吃，玩得很开心。”刘莹
说，他们一边不停地逛着，一边不
停地吃着各种小吃，从上午 9 点多
逛到下午 3 点多，孩子们实在累得
走不动了才回家。

滑雪游泳过新年

“大年初一，我带着家人去尧
山滑雪了，感觉挺有意思的。”家住
辽河路东段的王先生说，今年春
节，哥哥一家从上海回漯河过年。
大年初一，大家提议出去游玩，最
终决定去滑雪。

“我儿子和哥哥家的两个孩子
年龄差不多，都是十来岁，主要是

想着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滑雪的乐
趣。”王先生说，当天一大早，他们
就带着孩子们赶到了尧山的一个滑
雪场。孩子们虽然都是第一次滑
雪，刚开始有点害怕，但经过教练
的指导，很快就掌握了滑雪的要
领，慢慢地滑了起来。

“每个人都摔了很多跟头，不
过玩得很嗨，全家人都说这样过年
有意义。”王先生说，随着大家生活
水平的变化，不少市民都会在春节
期间带着家人外出游玩，比在家里
吃吃喝喝更有意义。

大年初五，由于下起了雨，不
少市民选择了室内游玩项目。

记者在市区一家水上娱乐中心
看到，前来游泳的市民络绎不绝。

市民李女士说，她和家人本来
是要去泡温泉的，可是天下着雨，
开车走高速不太方便，就带着家人
和孩子来游泳了。

“没想到人这么多，等了好久
才拿到柜子钥匙进来，看来大家都
走完亲戚来休闲了。”李女士笑着
说。

逛庙会、吃小吃、滑雪、游泳……

欢欢喜喜迎新春 快快乐乐过大年

□本报记者 王海防
实 习 生 杨 淇

2 月 13 日大年初六，天气阴
沉，气温也在冰点上下徘徊。

在郾襄路龙城至新店段的公
路两旁，有许多草莓大棚。虽然
天气寒冷，但是果农们依然在果
园边搭起一座座简易塑料棚，招
呼着过往车辆和行人，希望他们
停下来买一些草莓。

果园大门上悬挂的两个大红
灯笼，将村民常留柱家的草莓采
摘园衬托得分外喜庆。因为天气
寒冷，加之时间还早，并没有人
来园内采摘草莓，但常留柱的妻
子权青兰依然守在果园门口。

权青兰身旁的小桌上放着一
个塑料篮子，里面装满了红澄澄
的草莓。“老常刚走，我一个人
在这守着！”权青兰爽朗地笑着
说。

问起今年采摘的情况，权青
兰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天气好，
前来采摘的人很多，销量比前些
年增长不少。

“来草莓园采摘的都开着私
家车，排一长溜儿。”权青兰笑

呵呵地说，大年初一一大早，人
们就开车过来了。到了傍晚，还
有游客没走。那天，她家的草莓
卖了5000多元。

权青兰告诉记者，如今人们
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假期里想
着法享受生活。开私家车往往是
全家出动。这些私家车一半是挂
外地牌照，但车主都是漯河本地
人。

“从说话的口音中我能听出
来。”权青兰很自信。

闲聊中她得知，这些游客都
是去外地创业、打工，春节开车
回家乡漯河过年的。

“你别以为就俺家的果园效
益好，旁边这几家的情况和俺家
的一样。”权青兰说。

“初一到初四，草莓总共卖
了一万多元。”权青兰说。

“如果天气晴好，正月十五
之前，游客不会少了。”权青兰
信心满满。

本报讯（记者 王 辉） 乡村的
除夕，年味儿浓得似乎要溢出来：
太阳这才刚刚偏西，吃年夜饭的鞭
炮声便此起彼伏。踏着鞭炮碎屑，
迎着满街的红灯笼，记者走进了源
汇区干河陈乡马夫张村。

马夫张村得名相传与岳飞抗金
有关。当年岳飞在郾城大战金兀术
时，因其马夫死后葬于此，村名更
为马夫张。村子不仅有悠久的历
史，传统民间艺术也富有特色。为
了给村民增添过年气氛，在除夕
夜，村里组织了一场传统民间艺术
展演。节目有六个，分别是舞狮
子、扭秧歌、扇子舞、推小车、跑
山马、贝壳舞。除夕晚上 6 点开
演。不少村民涌出家门出来看热闹。

“这就是俺们村里的‘春晚’。”
一名村民告诉记者，这些民间艺术
虽然看上去没有央视春晚那样“高
大上”，但是作为农村过年必不可少
的年俗活动，一直受到村民的重视
和喜爱。

组织表演的崔淑敏说，从羊年

腊月中旬就开始排练了。全村人的
积极性特别高。

闹完除夕，这些民间艺术表演
团队在大年初一又上门拜年。他们
每到一处，都是笑声一片。男女老

少不分彼此，相互送上新年的祝
福。有些村民还会给个红包。

“用这些传统方式给村民们拜
年，希望每家每户笑口常开，生活
有滋有味。”舞狮子的尚占青说。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2月
8 日上午，一场遵循汉代礼制进
行的迎新春祈福典礼在漯河许慎
文化园举行。

当天，庄严恢弘的场面吸引
了我市及周边地市众多群众。

当日上午9时30分，伴随着
新年鞭炮声和喧天的锣鼓声，新
春拜年迎宾仪式在许慎六书广场
举行。

一位身着汉服的鼓手，擂响
新春鼓，恭迎新春。几名身着汉
服的演员，行汉代揖礼，颂新春
贺词，进行古礼拜年演出。

“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
之邦”。上午 10 时许，新春古装
礼仪表演活动在字圣殿前隆重举

行。主祭官带领身着汉服的市民
点上香烛、献上祭品、三拜九
叩，在许慎文化园字圣殿前祭拜
许慎，祈福国泰民安。仪式结束
后，现场的游客纷纷化身为汉朝

“臣民”，祭拜祈福、迎春贺岁，
祈福来年平安、顺利，家庭幸
福。

“观古礼拜年 ，赢新春彩
头。”市民刘小军专门带着9岁的
儿子来到许慎文化园参加汉礼迎
新活动。热闹的庆典，让平日里
工作繁忙的他感受到了传统春节
不一样的气氛。

据统计，大年初一至初七，
许慎文化园吸引了近 10 万名游
客，热闹非凡。

源汇区马夫张村

舞狮子扭秧歌 除夕初一乐不停

草莓采摘园 一天挣五千

许慎文化园

举行迎新春祈福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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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九，向外走。2月13日（正月初六）漯河火车
站（含西客站）发送旅客16797人次，漯河汽车站发送旅
客约15000人次。图为昨日漯河汽车站候车大厅。

本报记者 王海防 摄

春节假期春节假期，，许多市民走出家门休闲游玩许多市民走出家门休闲游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光光 摄摄

大年初一大年初一，，村民们唱呀跳呀村民们唱呀跳呀，，喜迎新春喜迎新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辉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