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大院

2011年3月4日 星期五 编辑：冯荣达 美编/组版：夏坤 C15今日烟台

本报3月3日讯(记

者 鞠平) 本报发起

的“救助流浪猫狗 我

们一起义卖”活动，3月

3日圆满结束，本报捐出

的10000份报纸成功全

部售出，共收到5000元

爱心款，本报将在下周

末捐赠给“天使之家”协

会，用于救助流浪猫狗。

3月3日，随着最后

一份报纸义卖完，救助

流浪猫狗义卖活动圆满

结束，看着志愿者们开

心的笑脸，记者百感交

集。虽然义卖活动只进

行了五天，但记者从中

收获了很多的感动，感

受到了很多的爱心。

义卖第一天雨雪交

加，可是志愿者们坚持

卖报，即便才五岁的小

志愿者也不肯休息，事
后孩子的妈妈告诉记

者，孩子义卖回家后生
病了，记者感到一阵心

酸。

烟台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数控系的学生
从第二天就坚持义卖，

一直到活动结束，他们

是卖得最多的一个团

体，一共卖了2000多份

报纸。由于义卖活动是
在大学刚开学不久举

行的，许多大学生志愿

者课业繁重，但是他们

宁肯耽误自己吃饭的

时间，也要参加义卖献

爱心。

“天使之家”的义工

们甚至为了义卖请假，

十来个人，两三个小时
卖出了600多份，非常不

容易。

除了要感谢这些志

愿者们，本报还要向购

买报纸的市民们表示深
深的谢意，很多市民几

天来坚持买义卖的报

纸，甚至几份十几份地

购买，尤其是“玄兴张包

包”和福莱花苑物业公

司，分别购买了1400份

和1000份报纸。

本报向所有的志愿

者、购买者表达谢意，相

信有了这些爱心，会让

我们生活的城市更加美

好。

义卖活动圆满结束，10000份报纸全部售出

5000元爱心款下周末捐出

3日，山东工
商学院国际商学

院的20多名慈善
义工，参与爱心
义卖活动。他们

为了义卖的效果
更好，还用水彩

笔自画宣传画。

本报记者 钟建

军 摄

山东工商学院国

际商学院的 20多名慈

善义工，当天要求追加
100份报纸，不到一个

小时，成功售出400余

份报纸。义卖现场，很

多同学都是一个人买

好几份，最多的一下买

了10份报纸。

“我要10份报纸。”

一位女同学跑了过来。

为什么买这么多报纸？

记者问道。她说，昨天上
完课就去了市里，回来

听旁边宿舍的舍友说，

有一个救助流浪猫狗献

爱心的活动，觉得很好。

舍友们也都很喜欢小动

物，希望献出一份爱心。

“所以，今天下了课，就

特意过来多买几份，以
宿舍为单位买报，献爱

心。”

“已经有好几个宿

舍集体过来团购了，派
一个代表过来，5份、6

份、8份地买。”卖报的

慈善义工纷纷说道，如

果不是这样，卖报的速

度也不会这么快。

义卖现场流行团购
本报记者 钟建军 实习生 黄浦 郭羽 王利丽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慈善义工管理中心的20

名师生，参与了救助流

浪猫狗的义卖活动。在

一小时的时间里共卖出

近300份报纸。

“早就看到你们的

报道了，一直就想参加，

可是刚开学，同学们都

比较忙，很难把大家组
织起来。”慈善义工管理

中心的范老师说。

该组织里的同学来

自不同的系、专业和班

级，“别人比谁卖得多，

我们来比哪个系卖得

多，怎么样？”有同学提

议。此话一出，刚下课的

同学们顾不得吃午饭，

拿起报纸就跑向了人流

密集的地方。“报纸有

价，爱心无价。同学，买

份报纸吧！”慈善义工管

理中心的同学们起劲地

叫卖着，展开了竞争。

“今天天气虽然很

冷，但是看到有那么多

慷慨解囊的同学，心里

真的很温暖。”一位参加

活动的同学对记者说。

比比哪个系卖得多
本报记者 鞠平 实习生 张承林 王利丽

农业方面：“二月二”正

值惊蛰前后，春回大地，万物

复苏，传说中的龙也从沉睡

中醒来。老百姓都希望在龙

抬头的日子通过祈福、辟邪

给这一年的农事开个好头。

“打灰囤”

所谓“打灰囤”，就是农
家早起掏出锅底下的草木

灰，放在篓子里，然后用草

木灰画成各种粮囤的形状，

在囤的外边还要画上梯子
的形状，叫“上梁梯”，意思

是粮囤又高又满，需要踩着
梯子才能取粮，以求这一年

五谷丰登。

“耕犁”

海阳等地的习俗是扶

犁人先拜犁具，并唱喜歌：

“犁破新春土，牛踩丰收亩，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然后牵牛到田间象征性地

耕一耕。民间还传说“二月

二”是土地神的生日，有些

地方这天祭土地神，这些都

表示了百姓对土地对平安

的希望。

饮食方面：人们对农事
的希望也体现在饮食上，做
圣虫、吃龙须面、炒豆等成

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寄托。

做“圣虫”

乳山、海阳等地，人们

会在春节用面粉做成小龙

的形状，放在米缸里，等“二

月二”这天拿出来吃，称之

“神虫”。叫“神虫”意味着民

间对龙的一种敬畏和崇拜，

“神虫”在百姓口中叫来叫

去就成了“剩虫”(或圣虫)，

与其所表达的那种希望粮

食总有剩余的美好祈盼更

显契合。一些地区还有在

“二月二”吃面的习俗，谓之

“龙须面”。

“炒蜜豆”

“二月二”炒豆是流行

范围较广的风俗之一。人们

会提前一天将豆子用糖水

浸湿，然后晾干，待皮干了

后将豆子放入锅里炒，也称

“炒蜜豆”，也有人们直接将

豆子放在锅里炒。

生活方面：“二月二”是
龙抬头的日子，这也迎合了

人们“望子成龙”、“招财进

宝”的心理，人们借此祈求

平安和幸福。

“熏虫”

“二月二”，农家有熏虫

之说。农家一般是在过年的

时候就把“二月二”要用的

高香和鞭炮准备好，“二月

二”当天，孩子们早早起来，

用燃着的香在墙缝等犄角

旮旯容易滋生虫鼠的地方

逐一晃照一遍，晚上再放鞭

炮，以求不受其侵扰。

“剃龙头”

“二月二”这一天，家长

会带孩子去“剃龙头”，取

“龙抬头”之意。古时候，孩

子们也会在这一天入学堂，

谓“占鳌头”。

打灰囤、炒蜜豆、做“圣虫”、剃龙头……

二月二，咱烟台的风俗真不少
本报记者 柳斌 实习生 李晓娜

格义卖花絮

“二月二，龙抬头。”二月二就要到了，那烟台的

“二月二”风俗都有哪些呢？记者采访了鲁东大学民
俗研究专家兰玲副教授和身边的烟台市民发现，咱
烟台的习俗还真不少，打灰囤、炒蜜豆、做“圣虫”、

剃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