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恐惧”，有人说“晕乎”

年后上班第一天
你是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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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十几米长龙舞起来、威风锣鼓敲起来、杂耍表演玩起来

正月初七，社区里活动真不少

热热帖帖

过年这几天

大鱼大肉都吃腻了

春节七天假期一晃而过，
29日正月初七，不少上班族也
走入了工作岗位。有人上班第
一天觉得恐惧，有人上班却犯
困。年后上班第一天，你又是怎
样的状态？是精神抖擞地为新
的一年奋力打拼？还是沉浸在
浑浑噩噩的假日迷梦中难以自
拔？

29日，网友“铛铛6300784”
在17路论坛发帖称，快乐的假
期总是过得很快，今天就上班
了，自己却患上了“上班恐惧
症”。“一上班看见同事们一张

张笑脸，还是很开心的！不过，
领导一见面就说：要淡化节日
气氛，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雨木木”则称，虽然
他已经在工作岗位上了，却晕
晕乎乎只想睡觉。

上班的你感觉如何？
@WongHe i：今天还没感

觉，上班看见一片熟悉的大脸，
还是挺高兴的。

@浮生若梦：不爱上班啊，
为什么假期总是特别短呢？

@chongzi00：我刚要说呢，
真不适应，一点也不爱上班。

@hnxhyy120：我都上班一
天了，感觉很不错。

@lmqwyuam：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新一年的工作开始
了。

@咖啡豆：在家还没玩够，
昨天就从老家赶回来了，不愿
意上班啊。
@檰錵鎕：我在家过得还没

有回过神来，没待够！听说还有
些人没来上班，真是羡慕、嫉
妒、恨！

见习记者 侯冬冬 整理

备战新学期

发帖人：@bz0427(17路论坛)

青菜据说因为天冷不便宜，
关键是家里亲戚们就喜欢吃肉
和海货，我这样喜欢清淡的，过
年这几天太遭罪了。
跟帖：
@WongHei

同感啊！
@回家回家

我很赞同！
@habayy2013

都一样的，这年头想吃点青
菜不容易哦！呵呵！
@17路逍遥子

哈哈，以后过年规矩要变
了，过年要多置办些青菜之类
的。
@蓝贝

这几天我大鱼大肉的也吃
够了！又胖了几斤！
@hizcj

有吃的就不错了，还那么挑
剔！
@1593

我这几天在家尽吃粗粮，地
瓜什么的，几乎是一点肉没吃，
真舒服！
@浮生若梦

有几天晚上，我们全家都吃
咸菜，觉得特别好吃！
@可乐杯虾

是啊，每年我家过年就特意
去买咸菜吃。
@4ydelta

有同感！过年妈妈做了一大
桌子菜，基本上都是大鱼大肉，
结果一家三口吃了很少。我算是
能吃的，喝了不少饮料才感觉不
那么腻。

整理 本报记者 冯荣达

29日，记者
在大润发、沃尔
玛等超市的文
具专区看到，各
类书籍、各种各
样的本子、漂亮
的书包、成套的
文具非常受欢
迎，不少市民都
在为孩子的新
学期挑选新装
备。 本报记者

曲彦霖 摄

咱也聊两句

@烟台电台DJ小雪：随着
春节长假后首个工作日的到
来，上班一族的心情想必格外
纠结吧？无规律的睡眠、外出旅
游、熬夜玩乐等造成人体过度
放松之余，机体也容易疲劳，面
对即将重返紧张高压工作环境
的现实，心理本能产生恐惧。

“节后综合征”，你患上了吗？调
节心态，整装待发！

@杜令郡：我们对陌生人
谦让有礼，是出于对陌生人的
一种心理防备，不想在不认识
人的面前过多地暴露出自己的
缺点，想尽可能地把自己的优
点表现出来，进而给人留下一
个好的印象。对熟悉的人不客
气，是我们中国自古流传下来
的风俗。如果对越熟悉的人越
谦让，则会让人感觉太不适应。

@玄上：我真的不喜欢大
嘴巴的人，就算是好朋友，就算
是开玩笑！每个人都有那么个
度，把秘密告诉你是相信你是
爱你，不是让你拿出来八婆的！

@phan：我最开始吃猕猴桃
就用手剥皮，像吃橘子似的。后
来用刀切，像吃橙子似的。现在
才知道，原来上一刀、下一刀，
然后用勺子转一圈就行了。看
这些年把我折腾的！

(以上内容均来自新浪本
地微博) 本报记者 冯荣达

整理

本报1月29日讯 (通讯
员 邱晰 宋爱丽 张凯
宁 记者 孙淑玉 ) 长
达十几米的舞龙表演、欢
快的威风锣鼓表演、诙谐
有趣的杂耍表演……正月
初七是春节后正式上班第
一天，不少社区组织丰富
多彩的文艺表演庆新春、
迎元宵。

其中，开发区工委宣传
部和凤凰台街道珠玑社区
的表演格外精彩，表演者中
有20多岁的年轻大学生，也

有年逾七旬的退休老人。
29日，在凤凰台街道珠

玑社区，不到9点，老年协会
的演员们就赶到现场忙活
起来。舞龙表演、红绸缎、大
折扇、跑旱船等，各式各样
的表演让人眼花缭乱。尽管
参演的老人们平均年龄均
在60岁以上，但他们的身姿
依然矫健。

“我就爱看威风锣鼓
的表演，喜庆得很！”住在
附近的王大妈特意早早吃
了饭出门看节目。她告诉

记者，每年正月初七社区
都会组织文艺表演，节目
年年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看节目也渐渐成了她过年
的习惯。

在开发区长江路上同
样活跃着一群文艺爱好
者，秧歌表演中打头阵的
是古现四合居委会秧歌表
演 队 。伴 随 着 欢 快 的 曲
调，秧歌队的表演赢得一
阵阵掌声，队伍行至开发
区管委门前，随着一声口
哨，四个“大狮子”突然展

开手中的红卷轴，将祝福
的话语抖开，更是将表演
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在这支60人的队伍里，
既有65岁的老人打小鼓，也
有20多岁的学生扮角色。大
家扭着、跳着、说着、笑着，
将庆祝新春的喜悦和元宵
节的期待表现得淋漓尽致。
据了解，开发区此次参与表
演的队伍有30多支，海河、
长江、大季家、八角、古现办
事处和部分企业均参与其
中。

踩 着 欢 快 的 鼓 点
声，八角居委会秧歌队
舞着大龙从开发区管委
门前经过，节日的喜悦
洋溢在每位表演者的脸
上，这气氛也感染了周
围 的 观 众 ：“ 好 样 的 ！”

“再来一个！”一时间叫
好声、赞叹声不绝于耳。

队伍前端的表演者
朱明东笑容尤为灿烂。他
今年已经50多岁了，但舞
起龙来的劲头却不输年
轻人。

他告诉记者，为了准
备正月的秧歌汇演，他们
近百号人从腊月开始，在

文化大院里排练了一个
多月。“我们现在不光生
活水平提高了，精神生活
也丰富了，大过年儿扭个
秧歌，热闹啊！”

舞龙表演结束了，
观众的兴致却不减，直
喊着再来一次，朱明东
赶紧招呼着身后的队友
再表演一次给大家过过
瘾：“今年是龙年！是咱
们的中国年！我们过的
日子要像这个龙一样，
一年更比一年强！舞起
来喽！”

通讯员 邱晰 本
报记者 孙淑玉

珠玑老年协会的锣鼓表演博得市民一阵阵掌声。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格现场花絮

舞龙表演真精彩

观众直喊“再来一次”

开发区八角居委会表演的节目“大龙庆新春”很受
欢迎。 通讯员 邱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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