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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汽车总站省外长途客运车票较宽松

“最热”车票提前三天可买到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李婵娟) 记

者23日从汽车总站了解到，目前烟台站

开往省外的客车共有50多条线路，票价从
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汽车总站相关负责

人表示，省外长途客运车票较为宽松，最热

门的车票提前3天就可以买到。

23日14时，开往牡丹江的卧铺大巴

车驶离了烟台汽车总站，里面有29个铺

位，票价为500多元，24个小时后就可以

到达目的地牡丹江。

“这趟开往东北方向的车票最热门，但

是直到两三天前才全部售完。”汽车总站售
票员告诉记者，汽车票一般提前30天售票，

相对于烟台火车站开往佳木斯的车票刚一

放票就售空，提前10天都买不到票的情况

来说，汽车票相对来说要宽松很多。

汽车总站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往省
外的50多个班次的车票都较为宽松，乘
客可以通过网上预订、电话预定或是到

邮局、汽车总站购买车票。虽然南方很多

地方遭遇冻雨，但汽车总站没有开往贵

州等西南方的长途车，所以受到冻雨的

影响较小。

长途汽车总站营销部工作人员李秀

丽告诉记者，长途车一般配有两个驾驶
员和一个售票人员，驾驶员为6个小时轮

流驾驶，既能保证驾驶员安全驾驶，也能

保证驾驶员有足够的时间休息。还配有

防滑沙、铁链、防滑链，当遭遇到特殊天
气时驾驶员也能够从容应对。长途客车
每1、2个小时都会在服务区停留，乘客吃
饭等问题都可以在服务区解决。

23日，在南大街与西南河路交叉路口，一辆银白

色的大众车由西北向东南行驶，将一位骑着自行车的
妇女撞倒在地。而在该车祸发生地点往西200多米处，

路中央一段护栏被撞变形。交警提醒说，年关将近市
区交通拥堵，小车祸接连发生，司机和行人务必小心。

本报记者 侯文强 实习生 宋佳 摄

年关将近
小心出行

发压岁钱和年终奖都喜欢用新票子

年根银行新币兑换业务热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何泉峰

见习记者 孙芳芳) 春节临近，

不少市民走进银行兑换新钱，为压

岁钱做准备。另外，还有不少企业也

到银行兑换新钞为职工包年终奖。

银行的新钞兑换业务变得热起来。

“麻烦给我换10张新的100元。”

20日上午，在南大街附近一家中国工

商银行内，市民姜先生正在柜台前兑

换新币，结果由于没有足够的存货，

姜先生只拿到了6张崭新的100元钱。

姜先生告诉记者，他换新钞是为了给
孙子和外孙女发压岁钱。

记者从市区几家银行了解到，

年关临近，前来兑换新币的市民比

平时多了不少。“有的是老人过来兑

了给孩子们发压岁钱的，有的是年

轻人结婚用的，还有的是企业兑换

用来发年终奖的。”20日上午，南大

街中国光大银行的大堂经理武先生

告诉记者。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兑换成
功。“今年上午有个企业过来兑换10

万元的百元新钞，结果存货不足，只

兑了不到 5万元。”中国光大银行
VIP服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百元大钞的兑

换稍微容易一些，而20元、10元等小

面额的新钞则比较紧缺。

建设银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几乎每年春节前的一段时间，兑

换新币的高峰都会出现，若在某个
网点出现新钱兑换“供不应求”也是
正常的。同时，他建议兑换新币的市
民最好是在中午休息时间兑换，这

样可以免去排队等候的麻烦。需求

量大的则需提前和大堂经理预约。

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市中心支行

货币金银科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货币库存充足，能保证各种面值新币

的供应，100元、50元、20元都有投放，

其中100元的新币投放的比较多。

抬阁、踩高跷、庙鼓正月来烟台
消失40多年的民俗活动将重现毓璜顶庙会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苗华茂
李园园) 23日，记者从毓璜顶庙

会组委会获悉，今年庙会演出活动

现已确定。在2月7日至2月12日(正

月初五至正月初十)这六天时间里，

庙会上将设置300个小吃、工艺品摊
位，主办方还特地设置了8个大型民

俗文化演出场地，安排演出60多场

次、300多个节目。已经在烟台消失
了40多年的抬阁、踩高跷、庙鼓等民

俗文化活动，将重现今年庙会。

毓璜顶公园主任黄振东告诉记
者，今年庙会期间，在玉皇庙戏台、

太乙剑坛、瑶池园、激情广场、公园

东门、南门、西门及戏台广场等地设

置了8个演出场地，每天将同时演

出。共安排演出60多场次、300多个

节目，演员可达到2000人次。除正月

初九外，其余几天全部免费向市民

开放。

本次庙会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民

俗文化活动为主轴，既有备受市民

喜爱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桥

杂技、海阳大秧歌和首次来烟台演

出的周村芯子等节目。同时挖掘整

理的老烟台拉洋片、皮影戏、抬阁、

踩高跷也将再次在庙会上登台亮

相。据介绍，抬阁(芯子)、踩高跷、庙

鼓的场景在40多年曾经有过，将重

现毓璜顶庙会。

黄振东介绍说，庙会期间还设

置有300个小吃、工艺品、百货摊位。

烟台焖子、栗子面饼、老北京牛皮

糖、糕点、爆肚、湖南臭豆腐等各地

传统小吃可让市民不出烟台就品尝

到异乡的美味。另外，主办方还组织

了烟台剪纸、布老虎、草编，潍坊泥

老虎、兔爷等泥塑，糖人、十二生肖

烧制玻璃、根雕等传统手工艺品摊
位80多家。

“今年庙会期间将实行香火安

全管制。”黄振东说，古庙区严禁烧

纸和1米以上的高香，严禁游客自带

香、纸进入公园，公园统一在庙前设

摊控制供应，对违反规定的游客，将

没收所带纸墩和香。正月初九当天，

严禁在玉皇庙内烧香，主办方会将

玉皇庙内大香炉移至庙前广场，集

中烧香，庙内倡导请“福牌”、系“红

绳”、点“红烛”等祭祀仪式，不改变

初九庙会“祈福”这一传统习俗。

跟着林大妈购年货

花了一千元

年货没买全
本报记者 李园园 实习生 刘竹青

排队两小时只买了肉和虾
起了个大早，家住莱山区的林大妈坐上芝罘

区一家大型超市的第一班购物车，八点就来到了

超市。她找到家住西炮台的姐姐，两姐妹推着购

物车开始采购年货。“今天要买的东西太多了，提
前一天就约姐姐来和我一起购年货。”林大妈说。

因为在超市的海报上看到冻虾和猪肉有优

惠活动，林大妈和姐姐推着购物车就奔向鱼虾专

卖区。没想到他们去的时候队伍已经排了20多米

长了。“过年买鸡鸭鱼肉的最多了，这些都有特价

优惠活动，摊位前肯定都排着长队。”林大妈一想

到这些，立马让姐姐去肉食专卖区排队去，她则

继续等着买鱼虾。

不过在肉食专卖区记者看到，这里的队伍比鱼

虾专卖区的队伍还要壮观，足足有30米长。很多市
民几乎都是推着空空的购物车在等着买猪肉。猪肉

摊前，几个工作人员忙着切猪肉、称猪肉，把称好的

一袋袋猪肉放在肉摊上，随时提醒着前来拿肉的市
民：“前腿肉8 .9元一斤，一人只能拿一袋。”不一会，

等待买猪肉的队伍又加长了。”

9点30分左右，林大妈提着两袋冻虾来了，很

开心地说：“哎呀，终于等到了，你们看这虾真

好。”放下虾以后，林大妈感觉还要等些时候才能

轮到自己拿肉，就又去了趟年货小挂饰区，买回

来两对大福字，花了8 . 6元。

10点10分，林大妈两姐妹终于买到了两袋猪

肉。“现在才买了十斤肉，我再去没有搞特价的那

里买点。”林大妈又买了十斤肉。这样算下来，买

肉就花了199元。

“太累了，挤得腰疼，站得腿疼。”林大妈的姐

姐说，“没想到来的这么早，还要排两个小时队才

只买到了肉和虾。”

花了千元年货还没买全

随后，林大妈又在其他摊位购买了45元的猪

蹄、69 .5元的排骨、101元的鲅鱼、123元的带鱼、44元

的米、81元的面……一会功夫就花了600多块钱。

买完这些后，林大妈又来到干果专卖区，称

起了瓜子、花生、开心果等干果。“以前过年买花

生、瓜子最多，现在生活好了，大家都不稀罕这些

了，多买点开心果吧。”林大妈在干果专区前一边

挑选一边跟记者说，“腊月初儿子刚结婚，过年来

玩的肯定多，我要多买些干果才行。”

20多分钟过后，林大妈提着几袋干果告诉记

者：“买了82 . 3元的开心果、30元的花生、69元的

瓜子、还有36元的核桃仁。你看，这么点东西花了

217 . 3元。”

“不买了，再买购物车里就盛不下了，回去的

路上还要去拿香肠，灌了200多块钱的香肠呢。”

林大妈看着装的满满的购物车说，“前些日子在

一家店里灌得香肠，回去的路上正好顺路捎着。”

俗话说：“过了腊月半，就把年来办。”

随着春节临近，市民开始置办年货。23日，

记者跟随莱山区的林大妈来到一大型超市
购置年货，没想到买年货的人太多了，林大

妈排了两小时的队只买到了肉和虾。一路
下来，林大妈花了千元，年货还没买全。

省份 地区

陕西省 西安

河北省 保定、邯郸

福建省 福鼎、福州、石狮

湖北省 汉口、荆州

山西省 长治

内蒙古 包头、赤峰

江西省 景德镇

河南省 郑州、安阳、濮阳、信阳、商丘、平顶山、沈丘、周口、洛阳、郑州、南阳

江苏省 启东、无锡、南通、盐城、常州、泰州、泰兴、南京、新浦、淮安、睢宁

浙江省 义乌、宁波、温州、杭州

安徽省 芜湖、毫州、安庆、合肥

其他地区 上海、北京、天津、唐山、苏州、扬州、牡丹江

下表为汽车总站开往省外的长途车班次，但并非每天都有客车开往一下各
地区，乘客需提前打电话咨询。汽车总站服务热线：6666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