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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文博

1月 29 日，网友“乐
乐”在朋友圈发消息称，她
在坐公交车时，一位男子在
车上用手机看视频，声音很
大，引来其他乘客侧目后，
依然我行我素。全车人被迫
和他一起听视频，这种行为
太不文明了。

网友“晴朗”：我也遇
到过在公共场合开着手机外
放声音看电视剧的，真的让
人很烦躁。

网友“一盏风存”：公
共场合怎么能如此我行我素
呢，注意素质啊。

1月29日，记者联系到
了网友“乐乐”。她告诉记
者，当天早上，她在淞江路
乘坐公交车上班，和她一同
上车的，有个穿着深色棉袄
的年轻男子，男子上车后，
就开始看手机视频。“他
没带耳机，声音放很大，我
就坐在他附近，被迫听了一

路。”网友“乐乐”说，男
子看的视频内容吵吵闹闹，
有时同一个视频还会重复看
几遍，令她很烦躁，“车上
有不少乘客看他，但他好像
没看见一样。”

“一大早就被迫听了许
多负能量的东西，心情瞬间
就不好了。”网友“乐乐”
说，“如果真的想看视频，
可以使用耳机啊，打扰别
人就太不应该了。”

记者随后了解到，不仅
在公交车上，在其他公共场
所，网友们也遇到过不少类
似的情况。网友“雪儿”就
向记者讲述了她的经历，上
周末，她在交通路一家商场
购物，逛累了就坐在商场的
椅子上休息，旁边一个女子
正拿着手机在看电视剧，声
音很大，“也不知道是啥电
视剧，哭哭啼啼的，我在一
旁听得心浮气躁，没办法，
赶紧走开了。”

“现在手机功能很多，
大家在自己娱乐的同时，也
应该多考虑一下别人，维护
自己在公共场所的形象，不
要打扰到他人。”采访中，
一些网友呼吁。

□见习记者 党梦琦

1月 29日晚，网友“海
鸥”在朋友圈发消息称：“竟
然有人在澡堂里视频聊天，
吓得我赶忙躲避，这种行为
有点过分了吧。”

网友“我就是点点”：怎
么听起来有点怕怕的，万一
洗个澡被直播了咋办？碰到
这种人得上去好好跟她理论
一番。

网友“小森林”：有点
欠考虑，完全没有顾忌到在
场的其他人。

1月30日上午，记者联
系到了网友“海鸥”。她告
诉记者，1月29日晚上7点
左右，她到市区黄河西路一
洗浴中心洗澡，刚洗完回到

穿衣区时，忽然听到了一个
男人的声音。“当时我正准
备穿衣服，听到像是谁手机
里传出来的声音，刚开始以
为谁在打电话，也没太在
意。”网友“海鸥”说。

令网友“海鸥”想不到
的是，不经意一回头，发现
竟是一位搓背的工作人员在
和家人视频。“当时她离我
大概有五六米远，靠床头坐
着，还是她手机偏了一下，
我看到她手机是视频聊天界
面。”网友“海鸥”说，虽
然以当时手机的角度，视频
另一端的人可能看不到在场
其他人，但仍让她感觉十分
气愤。

网友“海鸥”告诉记
者，在现场几位女士的指责
下，这名工作人员才将视频
挂断。“在公共场合还是要
多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要
做 到 对 别 人 最 起 码 的 尊
重。”网友“海鸥”说。

澡堂里视频聊天
吓得女子忙躲避

公交车上看视频
声音外放太扰人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尹晓玉

实习生 李 潘

1月29日晚上，舞阳县莲花
镇白庄村一改往日的宁静，上千
人拥挤在村头广场，观看村里办
的“春晚”。这是白庄村村民自
导自演的一场演出，整场晚会充
满了浓郁的乡村风格，吸引了周
边十几里的人来观看。

乡村春晚回眸过往岁月

1月29日下午6点，白庄村
的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各位

乡亲们，咱们的春节联欢晚会即
将开始，有节目的赶紧到后台化
妆啦。”广场舞台上传来喇叭
声。晚上 6 点半，天色暗下来，
广场上灯亮了，舞台上霓虹灯光
闪烁，所有演员都已经准备完
毕，开始候场。此时，广场上已
密密麻麻集聚了上千人。

演出开始了，身着花棉袄、
手 提 红 灯 笼 的 孩 子 们 首 先 登
场。接着，一群老太太头戴着大
红花，登台扭秧歌，惹得台下的
观众们笑得合不拢嘴。

节目《社员都是向阳花》开
始了，随着音乐响起，“生产队
长”手拿铃铛登台吆喝着“今天
天 气 还 不 错 ， 社 员 们 该 上 工

喽！”一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打
扮的演员们逐个上场，他们脖子
上挂着毛巾，戴着草帽，穿着布
鞋，有的推着耧车，有的拿着镰
刀、锄头，用舞蹈动作将春种秋
收的过程全部在舞台上再现。节
目中间还有不少用毛巾擦汗、用
瓦罐喝水、骑自行车卖冰棍等细
节，引得观众们掌声不断。

“好像看到了几十年前农村
劳动的景象，真生动。”60多岁
的白大爷说。

节目接地气儿、评价高

“白庄村的春晚真不错，没
有白来。”来自莲华镇吴李村的
张立说，他专门开车跑十几里路
来看，对《社员都是向阳花》印
象最深，演员们的表演很生动，
节目很接地气儿。

“在天天见面的乡亲面前表
演，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不过
一登台，就放开手脚了。”参与
表演的马桂英说。

晚会导演白向丽告诉记者，
这场晚会20个节目，有200多名
演员登场。虽然只有两个小时，
但筹备了两个多月，节目全都不
重样，都是村里老百姓本色出
演，年龄最大的已经 70 多岁
了，最小的只有3岁。

“大部分演出费用都来自于
村里在外务工人员兑的钱。舞台
上的镰刀、锄头、犁等道具，大
都是在村民家中找的，不少服装
道具都是老人们的旧衣服。”白
向丽说，晚会初衷就是想展现改
革开放四十年来白庄村的变化，
在春节到来之际，让大家忆苦思
甜，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晚会
得到了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大家
排练很积极，最终取得了不错的
效果，这些努力很值得。

二十个节目展现村庄四十年巨变

村民自导自演 村晚好戏连连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明天就正式放假了，开始
收拾行李准备回老家，喜悦的心
情难以言表。直到看到朋友圈有
人算账，过年几天要花万元以
上。压岁钱、请客吃饭、买新
衣、买礼物……这些账目一一在
脑海闪过。这哪是过年，这是过
钱啊，想想都不敢回家了。”1
月30日，网友“依云”在朋友
圈发帖吐槽。

网友“我是大白菜”：今年
春节，让我意识到我那点年终奖
真的好少。

网友“胡萝卜”：最怕的是
发压岁钱，再碰上几个二胎的。

网友“Absurd”：年初给自

己定的目标是今年攒够 5 万块
钱，马上要过年了，我距离目标
还差7万。

随着春节临近，大家陆续放
假，只待过年。很多网友已经在
朋友圈抛出了过年7天假的行程
表，但细看就会发现，几乎每项
行程都离不开一个“钱”字。这
让一些网友开始在朋友圈哀叹

“回家一趟，半年白干”。
在市区工作的网友“依云”

老家在舞阳，过年放假要带孩子
回老家。“打算腊月二十七回
去，正月初五回来。期间，我要
参 加 两 场 婚 礼 ， 随 份 子 1000
元；请全家人到饭店吃年夜饭
1000元；给亲朋好友的孩子发压
岁钱，至少要 2000 元；给老人买
衣服要花 1000 元；走亲戚买礼

物，至少也要1000元；朋友聚会，
请客吃饭1000元……”说起过年
几天的开支，网友“依云”说，
目前能想到的开销已经接近一万
元了，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
一跳。

家住郾城区的网友“健康是
福”告诉记者，她在上海打工快
一年了，非常想家。过年回来和
亲友们团聚，期待归期待，可真
的很考验钱包。“一年不见，给
老人孩子买礼物，给孩子们发压
岁钱，还有该随的份子钱，七七
八八算下来，得 1 万多块。”网
友“健康是福”说，过个年等于
两三个月白干了。

买 年 货 、 发 红 包 、 随 份
子、请吃饭……采访中，不少网
友说，仔细一算，过年几天就开
销过万，甚至更多，纷纷表示压
力很大。

过年开销真不少 网友直呼压力大

乡村春晚现场乡村春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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