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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年没放鞭炮

还真少了年味

市民希望鞭炮销售时限提前

根据规定，济宁城区是限放区，鞭
炮销售要等到19号，燃放也要到除夕。
很多市民认为，小年不让卖鞭、放鞭炮，
未免少了些年味儿。

16日，记者在城区红星东路、运河
路等街巷看到，已有不少按耐不住的商
户出摊销售烟花爆竹。一位市民买了两
袋鞭炮，然后放进汽车后备箱。“小年不
放点鞭炮没年味，转了好几个地方才找
到出摊的。”这位市民说，昨天他刚从济
南出差回来，“那里大街上不少鞭炮摊
都摆出来了，小年也可以放鞭。我们只
能跑到郊区放。”

一位鞭炮摊主介绍，农历小年放鞭
炮是中国的习俗，很难改变。“今天一上
午我就卖七百多，很多市民都重视习
俗，鞭炮自然少不了。”该摊主表示，19

日才是烟花爆竹集中上市销售的时间，
现在出来卖都很谨慎。

“每年限售时间以前，都会发现不
少提前上街的鞭炮摊，对于市民的需求
可以理解。”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鞭炮
燃放自2006年解禁后，由公安部门牵头
起草了《济宁城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
规定》，要求市中区和济宁高新区洸府
河以西区域，烟花爆竹零售点允许在农
历腊月二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期间销
售；农历除夕至正月初一，正月初二至
十五每日的七时至二十四时，允许燃放
烟花爆竹，其他时间禁止燃放。

“对于目前销售、燃放时间靠后问
题，公安和安监等部门也讨论过。目前，
限售时间前销售，依然是违规行为。”该
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李倩

小年一过

要开始忙活喽

16日中午，在城区樱花园小区，赵
萍刚刚做完中午饭，随后把饭菜送到99

岁的奶奶家，和奶奶一起吃饭。从17日
开始，赵萍就要为过年而忙碌了。

“今天是小年，我小时候今天要祭
灶神爷。”赵萍笑着说，但现在这种风俗
越来越淡了，也没有人用灶台了。小年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准备过春节了，赵萍
打算17日打扫房间，18日蒸馒头……每
天都安排的很紧凑。

按照以往的习俗，从腊月二十三小
年起，老百姓们便开始“忙年”，扫房屋、
洗头沐浴、准备年节器具等等。

在赵萍家的厨房里，买好的五桶油
放在了桌下，还有两袋白菜和萝卜，春
联和福字也买好了，赵萍从半月前就开
始准备过年。“我今年60岁，有个儿子在
上海工作，要到腊月二十八才能到家。”
赵萍自豪地说，家里还有奶奶，今年99

岁了，现在是儿孙满堂，今年基本上都
回家过年，共有二十多口人呢。

“年轻人都喜欢在外面吃饭，有的
年夜饭也在外面吃，我们这些老年人很
不习惯。”赵萍告诉记者，虽然每天忙忙
碌碌，但看着儿女们身体健康，家人幸
福，心里就特别敞快。

本报记者 范少伟

16日下午，在济宁汽车总
站候车大厅内，和同事一起等
车的樊群红不时掏出手机查
看时间。“再过13个小时就能
回到离开大半年的家了。孩子
和他妈说不准还会在村口等
我呢。”谈起回家，樊群红满脸
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回家尝上两口俺娘烙的
锅盔，再吃上一碗媳妇做的手
擀面，旅途的疲惫，工作的烦
恼都会随之消失。”交谈中樊
群红告诉记者，他家住西安市
蓝田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
民。十年前，为了承担起一家
老小的生计毅然离开年迈的
父母与妻儿，南下上海打工。

“这次有机会来济宁乘
车，很偶然。”樊群红告诉记
者，他工作的上海某机械厂不
久前接到一笔济宁某企业购
买器械的订单。为了协助济宁
这边的企业安装使用器械，1
月初，他就和一位工友从上海
来到了济宁。前两天老板说年

前他们不用回上海了，直接回
家就行。“得知可以提前回家，
这两天睡觉老从梦里笑醒。”
樊群红说，从去年5月1日以
来，他已经有大半年没回过家
了。对亲人的思念，只能每晚
通过电话倾诉。即便是生活再
艰辛，每个月也要从生活费中
省出200元的电话费给家人打
电话。

“一个人在异乡打工很不
容易，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
城市。”樊群红表示，他也曾想
过放弃上海的工作，回家和妻
儿老小团聚。可回家的收入要
比上海少一半，根本不能维持
一家六口的生计。所以只能独
自在外坚守着。

“这次春节能在家里待十
二天，我要带儿子去村里的树
林里捉麻雀，陪女儿和媳妇进
城卖身新衣服。还要给年老的
父母把房子收拾下……。”趁
等车的空闲，樊群红计划着回
家要为亲人做些什么。

“快回家了，这两天总会笑醒”
西安乘客离家半年盼团圆
文/图 本报记者 李蕊

16日，距春节还有一周时间，记者在济宁城区运河路、龙行路附近见到，许多出售对
联、灯笼、中国结的摊位整齐排满了道路的一侧，引来众多市民选购，整条街都洋溢着浓
浓的年味。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年味浓

樊群红(右)和同事向记者挥手道别。李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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