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难舍泰安的美食”
泰安籍游子出门不忘带上家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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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 1 月 23 日讯(记者
熊正君) “我最难割舍的就是泰安
的那些美食了，每次去外地工作，总
是带着一大包，累了、想家了就吃点
泰安零食，这样就感觉没离开家一
样。”市民赵先生说。

临近春节，仍在青岛打工的赵
先生告诉记者，他去过很多地方，但
感觉泰安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
每次回家，临走时总是恋恋不舍地
带上几样泰城的小吃。

“勾起童年美好记忆的山枣就
不必说了，经典的泰安三美——— 白
菜、豆腐、水也不用说了。春天，去樱
桃园，花上几元钱就可以跑到园子
里吃个痛快；要是秋天来了，漫山的
柿子和板栗都让人眼馋；金灿灿的
泰安煎饼，抿一点豆瓣酱，卷上两棵
葱，那真是要多好吃有多好吃。”赵
先生说，他现在最想做的是赶快回
到家，大吃一顿让他朝思暮想的小
吃，享受在家的美好时光。

爱泰安，你有什么理由？本报推
出“爱泰安的一千个理由”征集活
动。无论你是居住了多年的老泰安
人，或是匆匆而过的游客，还是客居
在此的外乡人，不妨大声说出你爱
泰安的理由。三五个字不少，三五十
字也不多。热线：6982110 ；邮箱：
taq lwb@1 63 . c om ；手机短信：
18653881010。

爱泰安的理由：
106、每次从泰安回老家，都提

着煎饼、核桃、栗子等泰安土特产，
家乡人都很喜欢吃。 (152****0567)

107、我来泰安整十年了，现在
我在泰安已经有了自己的家，虽然
没有去过别的大城市，但我还是最
喜欢泰安。 (市民 孔静静)

108、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徂
徕山之阴来到泰山之阳读书求学的
一名“老三届”。那时的我就对泰山，
泰安充满了爱和依恋；时过二十年
我又来到泰安工作。心中有太多的

感慨！我爱泰安！ (135****2782)
109、我曾两次登上泰山。第一

次是青年时与同学晚上登泰山，观
日出；第二次是人到中年，与妻子女
儿携母亲登泰山，品泰山；我到老年
时还要再登泰山，让大泰山永驻心
中。 (新泰市民 巩玉龙)

“这下子，不担心被挤倒了”
“绿色通道”让骨折旅客提前进站

本报泰安 1 月 23 日讯(记者 熊正君)
“我还担心这么多人一上车，肯定会被挤

倒。没想到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安排我们提前
进站，真是太好了。”20 日下午 1 点 15 分，坐
上K551 次列车的浙江小伙叶章辉激动地说。

20 日中午 12 点左右，要回浙江丽水老
家的叶章辉一手拄着拐杖，一只胳膊被朋友
毛马鑫搀扶着，慢慢地走进泰山火车站候车
大厅。看到很多人挤在检票口等着上车，叶
章辉的女朋友方玲很担心地说：“这么多人，
咱们怎么过去啊，一挤肯定就会被挤倒。”方
玲说，十多天前，男朋友下楼梯时不小心踩
空了几个台阶，脚骨折了。

“本来想等脚养好了再回家，但是怎么
也得一两个月，这样就没法回家过年了，所
以只能拄着拐杖来车站。虽然提前买到了卧
铺的票，但上车时人多一拥挤，很容易就被
挤倒了。”方玲边帮男朋友用衣服盖住受伤
的脚边对记者说。

毛马鑫走到检票口与车站工作人员协调
后，工作人员主动推来轮椅，告知他们等确定
下来站台后，就可以提前进站。并叮嘱他们走
车厢的后门，这样距离他们的卧铺位置稍近
一些。上车后可以找列车长协调一下，看能不
能换个下铺的床位，这样行动起来比较方便。

最后，在几位列车员的帮助下，叶章辉
和女朋友顺利地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年糕年糕，年年高”
市民准备吃出年味儿来

本报泰安 1 月 23 日讯(记者 曹剑)
临近年关，年糕再次被摆到了超市、市场
小摊最显眼的货架上。不少市民将年糕
买回家，为的就是尝个年味儿。

23 日，记者在泰城大街小巷走访时
发现，不管是超市柜台还是市场小摊上，
一块块被切成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年
糕格外引人注意。有的年糕在小摊上被
垒成了墙，有的则被围成圈，每一块上都
点缀着几颗红枣，看着就让人眼馋。在东
岳大街西段乐园小区门口，商贩王海青
推着一小车年糕，随走随卖。在她的小车

上，年糕被制作成塔状，被称作“步步登
高”。不少过往的小区居民被年糕所吸
引，不时买走一两块。

乐园小区 76 岁的李先生告诉记者，
早些时候，年糕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
只不过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自己做年糕
了。“年糕年糕，年年高啊，图的就是个好
寓意。”李先生说。

王海青告诉记者，现在她一天能卖一
百六十多斤年糕。不少市民来买点年糕，似
乎并不是为了年糕有多好吃，主要是为了
品品年味儿。

祝福语：
婚庆主持曹清：10 年的时间里，我主持

过上千对新人的婚礼。婚礼的钟声在好日子
可以天天敲响，新春的钟声一年却只敲响一
次。团圆之日祝大家收获更大的幸福！

市民张西涛：春花含笑意，爆竹增欢声。
值此佳节来临之际，泰山庄园全体员工向泰
安人民拜年了！祝大家兔年多福！

猜谜语、抽大奖

国华业主联谊迎新春

本报泰安 1 月 23
日讯(记者 梁敏)

“这个成语挺有意思，
有一种家禽，喜欢用
一只腿站着。”“是金
鸡独立！”舞台上的市
民不但迅速给出了答
案，还做出了相应的
动作，引来台下一阵
欢声笑语。22 日，国华
物业公司邀请国华经
典和国华时代小区的
业主一起，举办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业主联
谊会。

22 日上午，国华
经典小区的物业工作
人员和业主联袂登
台，表演了各自的拿
手节目，赢得台下阵

阵掌声。“我记得去年
我还上台猜谜语了
呢，物业公司每年的
联谊会都会搞点小游
戏，挺有意思的。”小
区居民宋女士对记者
说，小区物业每年都
牵头举办新春联谊
会，这已经是第 4 届
了。

据了解，每年举
办业主联谊会是国华
物 业 公 司 的 传 统 ，
2010 年国华时代小区
交房后，国华物业管
理的区域扩大了，参
加业主联谊会的业主
也更多了，联谊会成
为小区业主们交流的
重要方式之一。

本报泰安 1 月 23 日讯(记者 熊正
君) “不知道孙子现在有多高，也不知
道他长得像他爸爸还是他妈？”23 日，在
泰山火车站候车大厅，来自贵州安顺的
李大武一个劲地向同伴唠叨。

23 日上午 10 点左右，记者在泰山
火车站第一候车大厅见到李大武时，他
正在收拾他的手提包。记者注意到，他
的帆布手提包可能因为使用了很长时
间，许多地方都已经磨开了线，包里放

着一大袋糖果、几袋饼干和面包，还有
一些水果。坐在椅子上的李大武一直在
不停地摆弄着这些吃的，拿出来又放进
去。他告诉记者，这些吃的是他在火车
站附近买给孙子的。“孙子今年都 4 岁
了，至今我还没见过他。他刚出生那会
儿，本来说的要回老家看看，但是跟着
工程队在吉林一干就半年多，后来就没
回去，这一耽搁就是 4 年。”李大武正说
着，看到一位抱孩子的乘客走过来，就

一直盯着人家的小孩看。“孩子奶奶说，
孩子长得胖乎乎的，和他爸爸小时候挺
像。”李大武说。

李大武告诉记者，他是贵州安顺人，
已经 64 岁了。“看着许多人都要回家过
年了，我也实在太想孙子，这次就没跟着
工程队走，提前七八天就买了火车票。再
过一天的时间，我就可以见到孙子了。回
去之后我得天天抱着他，补补这么多年
没见他的损失。”李大武笑呵呵地说。

“回家后我得天天抱着孙子”
在外打工 4 年，64 岁老汉终于回家

叶章辉通过“绿色通道”提前进站。 本报记者 熊正君 摄

“像喜羊羊一样勇敢”

本报“校园记者”品味电影

“校园记者”被电影情节逗笑了。 本报记者
陈琳 摄

本报泰安 1 月 23
日讯(记者 侯艳艳)

2 1 日，本报 50 名
“校园记者”幸运地成
为国产动画电影《喜
羊羊与灰太狼之兔年
顶呱呱》在泰城的首
批观众。观影后，不少

“校园记者”表示，要
像喜羊羊一样勇敢、
团结。

2 1 日上午 9 点
半，报名参加免费观
影团的 50 名“校园记
者”迫不及待地赶到
鲁信影城。记者发现，
前来参加活动的“校
园记者”中，有的“校
园记者”已经连续 6
次参加了活动。“校园
记者”乔志贤的家长
虽然工作很忙，但依
然准时送孩子来参加
活动。她说：“看到孩
子变得自信、开朗起
来，自己心里感到莫
大的满足。”

在电影的放映过
程中，大草原上空一

个巨型的“糖果飞船”
从天而降，一位来自
月球的神秘客人从飞
船中缓缓而出，这时，

“校园记者”们纷纷睁
大眼睛，目不转睛地
注视着大屏幕，发出
阵阵感叹声。

“校园记者”们被
电影情节深深吸引，
脸上的表情也被电影
角色的一举一动所牵
动。当喜羊羊费尽周
折，与父母在特定的
条件下重逢时，不少

“校园记者”被情节所
感染，眼角闪动着泪
花；当月球眼看就要
被“摧毁”时，“校园记
者”们眉头紧缩，表情
也变得凝重。

电影结束时，“校
园记者”乔志贤仿佛
不愿走出精彩的电影
世界，他说：“电影真
好看，今后，我也要变
得像喜羊羊他们一样
勇敢、团结。期待下一
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