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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2月8日，网友“三寸日光”在微信朋
友圈晒出了她亲手制作的汤圆，并配文“元
宵节要到了，和孩子一起忙活一天做的汤
圆。希望新的一年我们全家和和美美，幸福
美满。”

网友“春有百花秋有月”：厨艺精进
啊，连汤圆都会做了。

网友“昴日星官”：真是个蕙质兰心的
好姑娘，你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网友“黑孩儿”：看着很不错哟，求大
神赏赐几个。

2月9日，记者与“三寸日光”取得联
系，在她的家中见到了一些令网友眼馋的汤
圆。原来，网友“三寸日光”是一位全职妈
妈，儿子上小学二年级。

过年期间，她从一位南方的老同学那里
学到了汤圆的做法，就想趁着元宵节到来前

和儿子一起试着做一些汤圆。
记者了解到，在我国无论南北，都有在

元宵佳节吃元宵、吃汤圆的习俗。元宵与汤
圆都是采用糯米粉和馅料制成，外观上好像
一对孪生兄弟，都有着团圆幸福的美好寓
意，但二者在制作方式上却大有不同。北方
的元宵用糯米粉以滚雪球的方式包裹馅料，
而南方的汤圆却采用包饺子似的手法，更易
初学者掌握。

“其实也不难做，糯米粉是买的，孩子
喜欢吃的红豆馅也是超市买的，只有黑芝麻
粉是找人磨的。之后的工序就和包饺子差不
多，拌馅料、和面、制皮、包裹成团就可以
了。”网友“三寸日光”说，所有的制作工
序都是她和儿子共同完成的，儿子最喜欢和
面和包馅，忙了一天，弄得满脸糯米粉，他
特别开心。

一天时间，网友“三寸日光”做的汤圆
差不多有100个，分为黑芝麻、抹茶红豆、
桂花、水果几种口味。她打算和儿子一起再
制作一些包装盒，除了自己吃的汤圆，其余
都打包，当做元宵节的礼物送给孩子的爷爷
奶奶、姥爷姥姥，让全家都能品尝到这份香
甜软糯的美好亲情。

□本报记者 张玲玲

2月9日，网友“暖阳”在朋友圈发消
息称，元宵节恰逢周末，从来没有这样期待
过周末……

网友“向阳花”：好多年没有陪父母过
元宵节了，今年一定要和家人一起过。

网友“我就是我”：计划已定，只等周
末到来！

2月9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网友“暖
阳”。网友“暖阳”告诉记者，作为春节后
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元宵节代表着团圆，除
了吃汤圆，他们还要吃一顿团圆饭，正式告
别春节。

“因为今年元宵节正好是周六，所以我
们一大家约好在一起热闹热闹。我有一个
哥哥一个妹妹，兄妹3人的小家庭加上2位
老人，还有姨家的 5 口人，一共是 16 口

人，我打电话在餐馆预订了一个大包厢。”
网友“暖阳”说，“以往的元宵节大家都忙
着上班，也没有时间聚，这次难得有机
会，我们肯定要抓住了，过一个团圆的元
宵节。”

“我已经5年没有和家人一起过元宵节
了，今年一定要好好陪陪父母。”网友“向
阳花”说，作为家里的独生子，大学毕业后
他在外地打拼了四年，去年12月份回到漯
河。往年很少陪父母一起过节，今年元宵节
准备和父母一起过。

在元宵节，舞龙舞狮等民俗表演是一项
传统的娱乐节目。“孩子的学校会在当天邀
请民间艺人进行舞龙舞狮等民俗表演，我们
到时候带着孩子一起去观看，让孩子多角度
了解元宵节，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网友

“我就是我”告诉记者。
“听同事说河上街的花灯很漂亮，我们

一家准备元宵节吃过汤圆后去赏花灯，一饱
眼福！”网友“静一静”说。

“我准备带上父母及妻女，开车去南街
村植物园游玩，开开心心地为鸡年春节划上
句号。”网友“天天向上”说。

和孩子一起动手 自制汤圆分外香

□本报记者 张玲玲

2月6日，网友“勤劳的鱼”
在微信朋友圈发消息称：“晕，还
有绿色‘红包’，抢红包时手太
快，没仔细看，没想到反倒赔了
10 块钱，以后抢红包之前也得先
揉揉眼了。”

看到消息后，记者联系到网友
“勤劳的鱼”了解情况。据他介
绍，2月6日晚上，他在一个初中
同学微信群里抢红包。“一个同学
过生日，在群里给大家发一个大红
包后，兴致大发的同学们又玩起了

‘红包接龙’游戏，群里瞬间下起
了‘红包雨’，我也兴奋地跟着加
入了抢红包队伍。”网友“勤劳的
鱼”说，他正抢得起劲时，突然看
到一个同学发了一个绿色的“红
包”。“我赶紧点进去抢，点开之后
弹出一个对话框，我没来得及多
看，直接就点了确认，没想到接着
弹出一个‘已支付’对话框，这时
我才意识到不对劲。” 网友“勤劳
的鱼”说。

网友“勤劳的鱼”告诉记者，
还没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群里
就开始有人指责发绿色“红包”的
同学。“原来，那位同学发的是

‘群收款’，是微信自身带的一个功
能。”网友“勤劳的鱼”说，当时

他一心扑在抢红包上，他的微信支
付密码设置的是指纹，当时大拇指
就放在主菜单键上，群收款的外观
和红包一样，一不小心就点击了支
付。结果发现不但没抢到钱，反而
赔了10块钱。

“我觉得是闹着玩的，而且钱
也不多，就没太在意。但大部分同
学认为这样夹杂在红包中的‘群收
款’太不地道，让那位同学退钱，
但那位同学就是赖着不退，说什么
时候聚会了再退，最后也不了了
之。” 网友“勤劳的鱼”说，“以
后抢红包可得看仔细了，看到绿色
的‘群收款’时，手别太快。”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2月8日，网友“兜兜里的糖
糖”在微信朋友圈发消息称：“昨
天小姨带着孩子来我家玩，这孩子
竟然自带电视遥控器，对电视多痴
迷啊。”

2 月 8 日，记者联系到网友
“兜兜里的糖糖”。她告诉记者，7
日晚上，小姨带着 11 岁的女儿佳
佳来她家玩，大人都在聊天，害怕
佳佳无聊，她就想打开电视让佳佳
看。可是找不到遥控器，大家正在
沙发茶几上到处找时，佳佳站起来
拿起自己的背包，从里面掏出了一
个电视遥控器，熟练地换到了一个
正在播放连续剧的频道，津津有味
地看起来。

“这个遥控器跟我家的一样，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家的呢，佳佳

说这是她家的电视遥控器，因为妈
妈总是把遥控器放起来，不让她看
电视，所以她就把遥控器藏了起
来。”网友“兜兜里的糖糖”对记
者说，后来她跟小姨聊天才知道，
这个寒假，佳佳在家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看电视，总是一早起来吃完饭
就坐在电视机前。马上就要开学
了，想着让孩子收收心，她就开始
限制佳佳看电视，并把遥控器藏起
来。没想到这引起了佳佳的不满，
佳佳就把遥控器找出来，自己随身
携带着。

采访中有市民表示，再过几天
孩子就要开学了，家长应该引导孩
子将作息时间调整过来，减少接触
电子产品的时间，让他们的生活逐
渐步入正轨。家住黄山路附近一小
区的市民张女士说：“我从这周一
开始，就和孩子一起早起跑步锻
炼，晚上早睡，每天陪她看书，让
孩子‘收收心’，以便能尽早适应
开学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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