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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丽亚

5月8日是母亲节，网友“柠檬酸酸”
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母亲节，你的礼
物送到妈妈心坎上了吗？反正我是要回家陪
妈妈吃饭了。”

网友“童心依旧”：我们总是用自己的
方式给妈妈过节，可妈妈最需要的是什么？

网友“风吹麦浪”：我知道，妈妈希望
我早点嫁出去，可是我才26岁呀。

网友“听海”：老人们都希望儿孙围在
身边，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多回家陪妈妈。

不少人买鲜花、衣服送给母亲

5月 6日下午，记者在市区泰山路一家

花店看到，柜台贴的便签上全是母亲节订鲜
花的客户电话。“今天下午我就接到十几个
预订康乃馨的电话，有一位客户一下子订了
100枝。”花店工作人员介绍。

5月 7日下午，记者在市区几家有老年
人服装的商场看到，不少人带着父母在购买
衣服。

“母亲平时从来不舍得自己花钱买衣
服，也不让我们买。趁着过节，我们就找个
理由给老人买点东西。”正在交通路一家商
场给母亲买上衣的张女士说，她母亲 70多
岁了，不常逛街，所以她并没有带上母亲，
而是和妹妹一起来买，之后再给母亲送过
去。“每次带她逛街买衣服都买不成，她总
有各种理由拒绝，生怕我们为她花钱。”张
女士的妹妹说。

记者在市区采访了十几位市民发现，母
亲节，衣服、鲜花、聚餐几乎成了“标
配”，很多人都通过这种方式为母亲过节。
不过，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除了送花、吃
饭等方式，珠宝首饰、化妆品、保健类电器
等产品也成为子女表达孝心的礼物选项。但
有少网友认为，礼物随时都可以买，但回家

陪妈妈的时间是买不到的。

最重要的就是多陪陪母亲

网友“柠檬酸酸”对记者说，每年母亲
节，她很少买鲜花，因为在父母的观念里，
买花不如买吃的，所以她基本上都是为父母
买全换季的衣服，然后再下厨给父母做顿
饭，一家人一起高高兴兴地过节。“其实，
妈妈的心思很简单，就是希望我们都好好
的，多回家。”网友“柠檬酸酸”说，由于
她的孩子才十岁，照顾孩子学习加上工作，
有时候忙起来就很少回去，以后要尽可能多
地回家陪妈妈，哪怕是闲唠上两句，老人也
会高兴半天。

网友“听海”表示，并不是只有到了母
亲节，才想起孝顺母亲，也不是只在微信朋
友圈里发个祝福就行了。多回家陪陪父母，
在他们心里就是天天过节了。

记者昨天采访了 20位网友，除了个别
父母不在身边的朋友表示只能打电话问候，
大部分网友都表示自己除了送礼物，最重要
的就是在家陪妈妈。

母亲节，你知道妈妈的心思吗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近日，网友“存矣”在朋友圈发消息
称：“谁知道市区哪里有桑叶啊，我家孩子
养的蚕宝宝快没吃的了，孩子都急坏了，
全家人最近都为这事犯愁呢。”

网友“兜兜里的糖糖”：蚕宝宝好可
爱，能送我几只吗？

网友“红红小豆”：现在市区基本上都
没有桑树了，桑叶不好找啊。

网友“极光”：现在网上啥都有卖的，
你上网找找看，说不定会有。

5 月 8 日，记者联系上网友“存矣”。
“我儿子上幼儿园，前段时间回老家，亲戚
送给孩子一些蚕宝宝，还给了我们一些桑
叶。孩子喜欢得不得了。”网友“存矣”
说，因为她小时候也养过蚕，于是就经常
给孩子讲解，帮孩子了解蚕的生长过程。

“现在的孩子和大自然亲近太少，带着
孩子养蚕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存矣”
说，但是随着蚕宝宝越来越大，桑叶很快
就不够用了，找桑叶就成了全家的大事。

“我在市区跑了好多地方，发现井冈山
路上一个小区里面有人种了几棵桑树，树
也不大，桑叶不多，我们征得桑树主人的
同意之后摘了点桑叶，但是现在又快吃完
了，愁人啊。”网友“存矣”说。

“有朋友说网上可能有，让我上网看
看。”网友“存矣”说。随后，记者在网上搜索
了解到，售卖新鲜桑叶的卖家有很多，桑叶
售价基本上都是 1200克售价 20元左右，30
天内已有十几万的成交量。一位卖家告诉
记者，网上销售桑叶的生意不错，基本上都
是卖给孩子家长。除了桑叶，他们还出售一
种包装像“香肠”一样的彩色蚕饲料，这种饲
料可以代替桑叶喂养蚕宝宝，每支 85克，售
价为五六块钱。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林润

近日，网友“小圆”在朋友圈发消息称：“我
发现这段时间人行道上怎么那么多‘占’字，啥
颜色的都有，看着多难看啊！”

网友“大白”：写个“占”字，就代表这块
地归自己使用了吗？太乱了！

网友“小绿豆”：赶紧清理了吧，马上都食
博会了，这多影响市容市貌啊。

5月 5日上午，记者看到网友“小圆”发的
消息后，随即联系上他。他告诉记者，他在市区
嵩山路西侧的人行道上看到很多“占”字。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市区嵩山路。记者从嵩
山路与淞江璐交叉口沿着嵩山路向南行走，看到
在路西的人行道上有不少用红色和橘黄色油漆写
的“占”字。记者数了下，从嵩山路与淞江路交
叉口到嵩山路与澧水路交叉口，单单嵩山路西侧
就有48个“占”字。

5月 8日上午，记者又来到淞江璐、纬一路
等路段，发现这些路段的人行道上，道边石旁也
有用各种颜色油漆写的“占”字。

“这不马上就是食博会了，这字应该都是小
商小贩写的，他们是想占个位置，在这做几天生
意吧。”纬一路上一商店老板向记者介绍，每年
食博会前，就会有不少人趁着夜色，在人行道上
写“占”字。“我晚上关门都后半夜了，那时还
没有呢，早上起来满地都是字。”该老板说，希
望相关部门能够规范管理，在食博会前把这些字
清理掉，提升市容市貌。

孩子养蚕 桑叶难觅 全家人犯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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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贩提前“圈地”
路边满是“占”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