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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0月23日讯 (记
者 张跃峰 ) 根据聊城大学
与澳门科技大学签署的校际合
作协议书，澳门科技大学同意
接受聊城大学的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免试入读其硕士学位课
程。已获得硕士学位的师生亦
可申请攻读该校的博士学位，
但需参加相应的笔试和面试；
如已通过内地高校博士入学笔
试和面试，成绩优秀，因名额原
因未能录取，经聊城大学推荐，
可以直接转入澳门科技大学相
同专业的博士课程，不需另行
笔试和面试。

根据两校签署的校际合作
协议书，未来将在学术及科研
合作、师生交流、研究生保荐项
目等三个方面开展合作。其中，
在学术及科研合作方面，双方
将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进行合
作研究，通过双方资源的优势
互补共同申报相关科研项目；
联合召开学术会议，共同进行
学术研究；进行教材、学报以及
其他教学、学术资料等的交流，
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在师生交流方面，根据实
际需要，两个学校不定期派师
生到双方大学进行交流。

在研究生保荐项目上，澳
门科技大学同意接受聊城大
学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
试入读其硕士学位课程。已获
得硕士学位的师生亦可申请
攻读该校的博士学位，但需参
加相应的笔试和面试；如已通
过内地高校博士入学笔试和
面试，成绩优秀，因名额原因
未能录取，经聊城大学推荐，
可以直接转入澳门科技大学
相同专业的博士课程，不需另
行笔试和面试。

据介绍，澳门科技大学于
2000年建校，其活力充沛，发

展迅速，已成为澳门规模最大
的综合型大学，也是两岸四地
最年轻的百强大学。学校致力
为社会培养各类高质素人才，
推行教研并重政策，追求卓
越，使学术发展不断踏上新台
阶。澳门科技大学拥有博士、
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授予权，
提供数十个学位课程供各类
学员选择修读，授课语言以英
语为主，部分课程以中、葡或
西班牙语授课。目前各类在校
生逾万人，其中全日制博士及
硕士研究生逾1800人，本科生
7500多人。

聊城大学与澳门科技大学达成校际合作

聊聊大大毕毕业业生生可可免免试试到到澳澳科科大大读读研研

闰闰九九月月，，闰闰月月鞋鞋虎虎头头鞋鞋热热卖卖
民俗专家：无法考证来源但民间流传多年

“一生难逢闰九月”。今年的闰九月还成为网友热议的2014年日历中的“三大奇”之
一。记者了解到，因民间有“闰月年，留娘年”之说，又有称闰月年给小孩子买虎头鞋辟邪
之说，闰月鞋、虎头鞋热卖。

本报记者 杨淑君

记者在利民路、柳园路
等几个大型商场聚集的街道
上看到，有些鞋店都挂出了

“闰月鞋”的招牌，即使没挂
的，问起营业员，大多数都知
道这个说法。

记者在城区一些道路的
交叉口，还看到不少卖虎头
鞋的。“给小孩买双虎头鞋
吧，闰月年辟邪保健康。”卖
鞋的大都是一些中老年妇
女，卖的鞋子样式比较好看，
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虎头
鞋。

对此，市民张女士说，她

听说“闰月年，留娘年，嫁出
去的女儿要给妈妈买鞋”的
说法，据说穿上“闰月鞋”的
妈妈们可以除凶去疾，健康
平安。她并不迷信这种说法，
但是还是愿意尊重传统，“给
妈妈买鞋也是表达孝心的方
法，应该的，就是好奇这个民
俗有没有什么根据。”

走访中，有不少市民持
这种看法。至于给孩子买虎
头鞋，一些市民表示，这些虎
头鞋样式精美，还是手工制
作的，就算没有这个习俗，也
愿意给孩子买一双。

市民>>

不考证是否迷信，买了表孝心

对于给妈妈买“闰月鞋”
这个说法，聊城的一位民俗
专家表示，不仅在聊城，在长
江、淮河以及黄河沿岸的地
区，广泛流传着这个习俗。但
是送“闰月鞋”的习俗由来暂
时还没法考证。

这位专家表示，虽然没
法考证源头，但是民间忌闰
年很早就有，很多人认为闰
年乃多事之年，于长者不利。
民间认为，当女儿的于闰月
给母亲做一双鞋，方可使母
亲平安地走出闰年这个多事
之年。有些地方还有“闰月
鞋，闰月穿，闰月老人活一
千”的祝福谚语，以及“闰月
年，留娘年”的说法。除了“闰

月鞋”，聊城还有闰月送母亲
“留娘糕”的习俗，“留娘糕”
即是一种花糕，今年闰九月，
一共有13个月，花糕周围一
定要有13颗红枣。

另外也有一种说法，送
“闰月鞋”是中华民族孝敬老
人的传统。过去人穷没有鞋
穿，光脚劳作，导致脚破流
血，异乡游子闰年闰月回家
团聚，就为老人买双布鞋以
示孝心。

如今，“闰月鞋”已经成
为儿女孝顺父母、反哺报恩
的一种方式。即便最初的民
俗带有迷信色彩，但因为被
注入孝道、祝福等深层的含
义，这些民俗得以延续下来。

专家>>

习俗流传已久，但来源暂无法考证

今年的闰九月被称为2014

年日历中的“三大奇”之一：
“一生难逢闰九月”，本世纪唯
一一次的闰九月在甲午马年
出现，下次出现是在2109年；

“一年两头春”，2014年1月31日
开始进入农历甲午马年，直到

2015年的2月19日才迎来下一
个农历新年，长达384天的农历
甲午马年中包含了两个立春
日；元宵节恰逢西方情人节，
下次“东西交汇”将出现在2033

年。
(杨淑君)

闰九月，2014年日历“三大奇”

相关链接

本报聊城10月23日讯 (记
者 谢晓丽) 日前，山东省再
出新政策，农民工缴公积金超
一年可申请贷款。记者从聊城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聊
城一直在执行这项政策，只要
缴纳满一年以上，公积金余额
在2000元以上，就可申请公积
金贷款，不限制农业与非农业
户籍。

记者了解到，日前，山东省

出台的《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
划(2014—2020年)》规定，将进
一步拓宽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
保障渠道，其中具有稳定就业
的进城务工人员连续缴存住房
公积金1年以上，可以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

聊城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
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聊城
一直在执行这项政策，申请公
积金贷款不限制户籍与工作，

只要连续缴公积金超过1年，公
积金余额在2000元以上，就可
申请公积金贷款。“但并不是所
有聊城在售楼盘都可以用公积
金贷款，只有通过申请的楼盘
项目才可使用公积金贷款。”记
者了解到，目前聊城的个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上限没变，夫妻
双方为30万，单方为20万。

山东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
度覆盖范围，将符合条件的农业

转移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
系和住房公积金制度。记者从聊
城市住建委了解到，目前聊城建
立了完善包括公租房、经济适用
房、限价房和棚户区改造在内的
住房保障供应体系，将进城务工
人员和新就业大学生纳入住房
保障体系，满足了不同层次的住
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需求。目前，
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可申
请限价房和公租房。

农农民民工工缴缴公公积积金金超超一一年年可可申申请请贷贷款款
进城务工人员可申请限价房和公租房两类保障房

本报聊城10月23日讯 (记者
凌文秀) 本周日(26日)早8：30

到下午5：00，本报联合春雨助学
协会在聊城新东方广场举办集爱
心商家义卖、集体义务献血及造
血干细胞采集、图书捐献为一体
的社会公益活动，欢迎志愿者及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踊跃参加。

随着2014年即将结束,本报联
合春雨助学协会组织的助力贫困
生的活动也有更多拓展 ,不仅在
学习上捐助贫困孩子 ,还在心理
上及家庭生活上 ,给贫困孩子们
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本周日 ,活动主办方举行义
卖活动。参加义卖的品牌商家将
把义卖营业额的5%到50%不等的
比例 ,作为爱心助学款捐献出来 ,

希望市民们热心参与本次义卖活
动。

另活动现场还举办献血和造
血干细胞采集活动，您可以只献
血 ,也可以只进行造血干细胞血
样采集,也可两项同时参与。

同时，本报倡议您整理一下
你的书架，把您已经读完、适合孩
子阅读的书籍捐献出来 ,帮孩子
们建立一个爱心图书室。

大型公益活动

周日等你来

本报聊城10月23日讯 (记者
杨淑君 ) “6元/斤，小米价格

终于降了。”23日，不少购买小米
的市民感叹。记者走访调查得知，
最近受东北小米冲击，两天之内，
本地小米价格由原来的7 . 5元/斤
下降到现在的6元/斤。

“本地新磨小米，价格便宜，6

元/斤。”23日，记者在城区街头看
到，不少卖小米的三轮车上都挂
着这样的促销牌子。“价格终于降
下来了，原来贵得太离谱了。”购
买小米的市民陈女士一边付钱一
边说。

随后，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农
贸市场和粮油店了解到，小米价
格也纷纷下调了。价格大都在6元
/斤左右。但质量却参差不齐，有
些小米颜色鲜黄，有的则有很多
发白的颗粒，但也有些小米的颜
色过于鲜亮。

花园路上一家粮油店的老板
李经理说，他从事杂粮经营近十
年了，今年的小米价格是最高的。
尤其是今年5月份，小米价格涨到
7 . 5元/斤，达到今年的最高价，随
后很长一段时间，小米价格都居
高不下，由于当时正值青黄不接，
小米的质量也越来越不好，进货
也比较难。直到今年9月下旬，新
一季杂粮开始大批量上市，市场
上的小米供应量才开始增多，但
是价格仍居高不下，保持在7 . 5元
/斤。

李经理分析，小米价格高，主
要是因为种植面积减少，市场供
应量少了，再加上农药、化肥等生
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和运输、人
工费的不断提高也是导致小米价
格上涨的重要因素。而最近两天
突然降价，则是受到东北小米的
冲击。他提醒，市民发现的那种颜
色过于鲜亮的小米最好不要购
买，很可能是染色的。他建议，市
民可以这样挑选小米：用手抓一
把小米，如果感到小米有些发油
发黏，就要提高警惕。比较好的小
米应该流散性、干燥性强，像沙子
一样流下来。取少量小米平铺在
质地较软的白纸上，向其哈气使
小米湿润，然后用纸将小米卷起
轻搓几下，若纸上出现轻微的黄
色，则说明小米经过染色，应切忌
购买。

小米价格两天

每斤降了1 . 5元

街头热卖的虎头鞋。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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