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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晨起跑步，陪爸爸出摊，在
网上看电影，复习功课，陪家人
聊天、逛街……这个寒假，杨原
斌过得格外充实。

杨原斌家住市区金山路银河
湾小区，就读于安阳工学院机械
设计专业。这个寒假是杨原斌上
大学以来的第三个假期，却是他
第一次待在家里过的假期。

“大一的寒暑假，我分别去
了深圳和北京打工，连家都没有
回。”杨原斌说。

“去大城市见见世面，对他
也是一种锻炼。”对于今年22岁
的儿子，父亲杨卫华很放心。

2月21日，天气阴冷，在市
区黄河路与邙山路交叉口附近，
记者见到了和父亲一起出摊的杨
原斌。小摊就是一辆电动三轮
车，上面摆放着加工鸡蛋卷的机
器、盛有蛋液的不锈钢大桶以及
一个蓝色的储物箱等物品。父亲
加工鸡蛋卷，杨原斌则戴着一次
性透明手套，将做好的鸡蛋卷按
数量装到塑料袋里。

“刚做出来的鸡蛋卷，10块
钱一大兜，买点回家尝尝吧！”
看到有市民经过，杨原斌热情地
招呼道。

杨原斌告诉记者，他每天早
上起床后，跟父亲一起去河堤上
跑步锻炼身体，然后回家吃饭，

待收拾完毕后陪父亲一起出摊。
“每次出摊的时间长短不一

样，只要一桶蛋液加工完就可以
收摊了。生意好的时候，一两个
小时就能回家。”杨原斌告诉记
者，收摊回家后，他除了做家
务、在网上看电影、练习机械设
计制图，就是陪家人聊天。

“其实不用儿子帮忙，我自
己就能忙过来。主要是一年多没
有见孩子了，想着利用这个时间
多跟儿子说会儿话，沟通沟通感
情。”杨卫华边忙边对记者说。

“每天一起出摊，有没有什
么奖励？”听到记者的问题，杨
原斌腼腆地笑了起来。

“我经常在亲朋好友面前夸
奖他，这算是精神奖励吧。对于
物质奖励，到他开学的时候再
给。”杨卫华说。

“我觉得这个寒假过得很充
实。”杨原斌说，“跟之前的假期
相比，虽然没有挣到钱，但跟家
人的关系亲近了许多。这是我最
开心的事情。”

2月20日，风和日丽，许多市民带着孩子到市郊
的草莓园踏青、摘草莓，丰富了孩子们的寒假生活。

本报记者 齐 放 摄

大学生杨原斌和爸爸一起出摊

“跟家人亲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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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文博） 昨日，
在滨河路永冠滨河佳苑小区，受降
路社居委举办了一场猜谜语活动。
众多社区居民积极参加，大家在一
起度过了一个有趣的下午。

昨天下午，一百多个谜语挂起
后，居民纷纷上前仔细查看谜面。
其中，有不少老人和孩子。

记者看到，这些谜语，有的难
度小，有的则难度较高。

在谜面为“四季花开”的地名
谜语前，站着几位小朋友。

“这个我知道，旅游的时候爸爸
给我说过。”一位小朋友兴奋地说。
话一说完，他就向领奖处跑去。

67岁的秦大爷告诉记者，他带
着小孙子来玩的。爷孙俩一起猜谜

语，挺有意思的。
小区门卫室是领奖处：只要说

出谜底、讲出理由，就可以获得一
份奖品。奖品是纸巾、钢笔、牙
膏、香皂等生活、学习用品。

“我答对了四个，领到了四个奖
品，特别开心。”初二学生张一凡
说，过完元宵节，他们就要开学
了。能这样度过元宵节，他特别高
兴。

猜谜语活动进行的同时，受降
路社区艺术团还为社区居民演唱了
戏曲、表演了抖空竹等文艺节目。
这让活动现场更加热闹。

受降路社居委主任荆海燕说，
希望趁着元宵节活跃社区气氛，拉
近社居委和居民的距离。

本报讯 （记者 王 辉 实习生
王明玉）“加油、加油……”昨日下
午，源汇区干河陈乡马夫张村一派
欢腾热闹的景象，加油喝彩声此
起彼伏：村里的男女老少，聚在一
起玩起了元宵节趣味运动会。

这是村里连续第二年举办元宵
节趣味运动会。比赛项目有集体拔
河赛、家庭拔河赛、绑腿运气球
等。每个项目均设参与奖和冠军奖。

家庭拔河赛中，张国强、张建
义两兄弟过五关斩六将，会师决

赛。兄弟俩的精彩对决，将运动会
的热闹气氛带到高潮。最终，张建
义夫妇技高一筹，战胜了哥嫂。“都
是玩哩，图个高兴！”夺冠的张建义
兴奋地说。

趣味运动会结束后，村里还组
织了传统文艺展演。晚上，村里还
燃放了烟花。

马夫张村支书张学伟说，平时
都各家忙各家的事，趁着元宵节把
村民们聚在一起，通过趣味游戏，
让村民们联络一下感情。

趣味运趣味运动会动会 快乐过元宵快乐过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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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们在猜谜。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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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 辉 实习生
王明玉）“瞧瞧俺村的花灯，也可有
特色，晚上一亮灯，村里几条街的
人都能看到。”昨日下午 4点多，记
者在郾城区裴城镇大张庄村看到，
许多村民围在一个搭建中的灯架前
瞧热闹：村里的花灯节即将点灯。

墨水瓶变身花灯

搭灯架的是村民张德正。灯架
高约 2米、长约 3米，由钢筋焊接而
成，并用绳子一头绑在电线杆上，
一头绑在树上，远远看去像座山。

灯架上有 41盏花灯。这些花灯
的底座是黄泥巴。黄泥巴上有一个
墨水瓶。墨水瓶装着煤油，瓶口处

插着棉绳灯芯，看上去像个小鸟搭
的窝。

“别看我们花灯的样子不是很好
看，晚上点亮再看，就不一样喽！”
张德正对记者说。

老式花灯年年见

“这种老式花灯搭法，是俺爷爷
传给我的。俺爷爷又是跟着他的爷
爷学的，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张
德正说。

张德正被村民们称为“灯长”。
每年正月十四，他就开始搭灯架。
他印象中最早的灯架是用高粱秆扎
成的，后来用竹竿。出于安全考
虑，今年用钢筋搭灯架。

“现代花灯很美，但俺村的老式
花灯更漂亮！”一位村民说，做老式
花灯是需要手艺的。现在村里的年
轻人，会这个的不多。

“每年正月十五前后，村里都点
花灯，从没断过档。闹元宵闹元
宵，不点灯，就会觉得缺了点什
么。”大张庄的一位村干部说，虽然
现代花灯样式很多，但是村民们觉
得，还是这种老式花灯和村里比较

“搭”，“小时候每年过年都看，习惯
了，一看到这种花灯就想起来小时
候过年的事情”。

晚上6时许，夜幕降临，张德正
和几名村民，把一盏一盏花灯点
亮。伴着满天烟花，灯光映照在村
民们幸福的笑脸上……

郾城区裴城镇大张庄村民自己动手做灯

老式手工花灯 点亮小村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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