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岁老人猜中本报8个灯谜

■准售最后一天，部分爆竹降价
本报2月17日讯(记者

李婵娟) 元宵节过后，烟台

市区内将全面禁止烟花爆竹

的销售。17日，记者了解到，

部分零售商为回笼资金降价

销售，但降幅不大。

17日，记者来到南迎祥

路、南沟街、胜利路、南洪街、

幸福等区域，看到烟花爆竹指

定零售商的条幅依旧挂在各

家零售商店面的最显眼处，很

多店面的屋内和商店门口都

摆满了等待销售的烟花爆竹，

还有一些心急的商家干脆在

门口等待顾客。

“我们从初七就开始降

价了，现在降价幅度为10%—

20%。”胜利路虹彩婚庆礼仪
负责人刘晓静介绍。刘晓静

告诉记者，一般而言，过了春
节就到了烟花爆竹销售淡

季，正月十五还可以销售一

部分，但售卖的数量有限，根

据他们多年销售烟花爆竹的

经验，即使刚过春节就开始
降价，到正月十六还是会剩
余一部分。

但也有一部分零售商坚

持烟花爆竹原价销售。南迎祥
路春顺百货商店的施庆国告

诉记者：“剩下的烟花爆竹明

年还可以卖个好价钱，送到批

发商那寄存就行了。”

本报2月17日讯(记者

廖雯颖 李园园) “我看到

有个90岁的老人猜中三个灯

谜都拿到奖品了，我们家老

人99岁了猜中了8个怎么没

中奖呢？”17日上午，家住烟

台芝罘区白石路的王善成给

本报打来电话。经调查，原来

老人家中电话出了问题，来

电没有声音，没有接到获奖

通知。17日下午，本报记者特

意为这位热心老人补送去了

汤圆和订报卡。这位名叫王

里的老人也成为这次猜谜活

动年龄最大的获奖者。

有老人家中，记者看到王

里老先生虽已近百岁高龄，但

身子骨十分硬朗。“你们这个猜

灯谜活动搞得很好，得不得奖

还是其次，最重要是有趣，还能

锻炼思维，活跃脑子。”老人一
见记者高兴地说。王里老人的

大儿子王善成今年71岁，他说，

老父亲一看到报纸上的灯谜,

就立刻被吸引住了，没事就坐

在家里一个一个地琢磨，还翻

出他从前用的成语词典来查。

王里老人介绍，他从芝罘

区财政局离休后，他多年来坚

持着订阅书报的习惯，是《齐
鲁晚报》的老读者。“齐鲁晚报

越办越好了。”接过记者送来

的汤圆和订报卡，老人感谢地

说，“希望以后能多一些这样

和读者有交流、有互动的活

动，我还会参加的！”

▲17日上午，在南山公园中心广场，来自市区东山
办事处、向阳办事处等12个街道办事处的19支文艺表演

团体纷纷登台献艺，有的跳起了“秧歌舞”，有的表演了
健身操，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看。 本报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邓月华 摄

17日上午，在福山区举办的2011年迎新春文艺游行
活动上，彩车、扭秧歌、踩高跷、划旱船等各种传统民间表
演纷纷登场。 本报记者 侯文强 通讯员 丛纪伟 摄

今今儿儿真真高高兴兴

秧秧歌歌扭扭起起来来

节日夜晚，在烟台山景区，市民正在观看焰火表演。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17日，在烟台市博物馆，老建筑内庆祝元宵的表演吸引

了大量游客观看。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17日，在烟台沃尔玛超市里，也挂出了很多灯谜，猜中的

顾客还有小奖励。 本报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简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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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支中老年艺术队闹元宵
本报2月17日讯(记者 柳

斌 通讯员 李成喜 王秀丽)

2月16日上午，莱阳市市区旌旗
路上锣鼓喧天，异常热闹，来自

该市18支镇街及社区的中老年

艺术队正以传统的民俗方式大
集结，扭秧歌，闹元宵。

一大早，在莱阳市老年艺
术团、文联等相关部门的组织

引领下，各艺术代表队的队员

们喜气洋洋地来到莱阳市公

园北大门前，敲锣打鼓扭起秧

歌。在秧歌队伍中，年已花甲的

老人成为了主力队员，一些活

泼可爱的孩童也尾随在队伍

的后面。虽然寒风凛凛，但参加

表演的老人们的热情丝毫没

有减退，个个儿精神饱满，脸上

洋溢着欢庆节日的笑容。

采高跷、划旱船、舞狮子、

抬花轿……你方唱罢我登场，

每支秧歌队都有着不俗的表

现。这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也正

表达出梨乡老年人对全市人

民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

这次莱阳市中老年艺术

队大集结、闹元宵游行活动

从上午9点开始，在市区沿

“严管街”旌旗路至市政府门

前广场进行集中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