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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日照五莲：

鞭炮没了往年的吵
文/片 本报记者 孙翔

春节期间，记者回到家乡日照市五莲县。走亲访友间，听大家聊起的，最多的是这
座小山城的微妙变化。“山城五莲有了旅游专列”、“银座商城落户山城”、“五莲有
了温泉和滑雪场”……这些变化从新修的宽阔马路到过年习俗的变迁不胜枚举。

鞭炮销量不如往年

家住御景园小区的王晓帅告诉记者，今年的
鞭炮没了往年“聒噪”。“以前每到过年即使躲在
家里也甭想多么清静，连绵不绝的鞭炮声让人顿
时没了过年的兴奋劲儿。”对于在外地上班的他
来说，平日里很少放假，周末加班也是常事，春节
小长假就成了难得的休息时间，本想趁此机会彻
底放松身心，可往往连睡个懒觉都成了奢望，天
还没亮，鞭炮声就不绝于耳。

“不过今年放鞭炮的确实少了很多。”王晓帅
说，也许是因为年底全国各地频发的雾霾天气，
让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不过听
爸妈说五莲并没有出现严重雾霾，只是下了几场
雾。我在网上看到五莲的空气质量指数一直很
好。爸妈告诉我说，既然咱五莲的空气好，咱就更
应该珍惜现在，力所能及地从自己做起。所以他
们决定今年不放鞭炮了。”

记者走访了几家销售鞭炮的门店，得到的消
息是，今年鞭炮销量不如往年，明显感觉到销量
下降。

而很多亲朋好友也告诉记者，现在都厉行节
俭，很多单位把往年的烟花燃放项目也取消了，
开业第一天的“开门红”鞭炮也免了，往年县城大
街小巷由于燃放烟花、鞭炮导致的“乌烟瘴气”也
有很大改善。

赏花灯成为一种时髦

虽然鞭炮和烟花燃放的少了，但是县城的年
味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浓厚了。取代放鞭炮的
新的庆祝方式是赏花灯。

近年来，五莲县开始在重点路段集中设置精
致的花灯，供市民们欣赏，丰富了人们过年的方
式，逐渐让人们摒弃了一些陋习。王晓帅说，只要
一到晚上，县城的芙蓉广场就变得灯火辉煌，让
这个寂静的小山城也变得活泼起来。

“走，去看花灯！”街坊四邻已经有了过年赏
花灯的习惯。吃过年夜饭出门赏花灯成为除夕夜
里的一项重要活动。赏花灯远比放鞭炮更加文明
也更加环保，逐渐意识到环保重要性的市民纷纷
放弃燃放鞭炮而加入赏灯的行列。

从农历腊月二十五开始，全县以芙蓉广场和
富强路及周边街道为主，以解放路、文化路、罗山
路、幸福路、人民路中段等区域为辅。县内48个部
门单位和企业搭建了48个具有五莲特色的贺年
壁、花灯、彩门、景观灯。贺年壁和花灯形态各异、
内容丰富，彰显了五莲魅力，沿路花灯首尾相连、
路路相接，扮靓了山城街道。

在富强路芙蓉广场，一盏盏花灯拔地而起，
有序的排列在广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福
鼓”花灯，这个花灯被设计成大鼓的造型，大鼓的
中间是一个大大的福字，为广大市民送上新春的
祝福。一个帆船造型的花灯屹立在福强路旁，祈
祷新年一帆风顺。巨龙造型、灯笼造型等等一系
列精致的花灯，成为人们新年里乐于欣赏的一道
风景。

在春节期间，记者在潍坊市区走亲访友
时，感触最大的就是前几年流行的短信拜
年，如今已经有过时的趋势，更多的年轻人
喜欢用微信、微博等“微拜年”的方式祝福
亲友。

“今年，我收到的拜年短信明显少了，
我身边很多人都选用微博、微信等方式拜
年。”家住潍坊高新区的陈贺告诉记者，往
年春节，他能收到上百条短信祝福，内容几
乎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复制转发，有的甚至
连名字都一起转发，闹了不少笑话。而且十
分浪费时间，如果一回复下来，不用干别的
了。短信费时耗力，除夕夜短信通道容易堵
塞，发送速度还很慢，吃力不讨好。另外，
群发短信显得不够真诚，所以今年接到的群
发短信，他一般都没回复。

“说实话，现在一到春节，就感到看短
信烦、发短信累。”潍坊市民杨菲菲正筹划
着过年的安排，谈到拜年这个话题时表示：

“前几年，各种短信段子到处传，最初看到
感觉还有趣，有些段子确实写得很好，但是
慢慢就会发现，差不多的段子有很多人都在
给你发，就感觉有点头痛了。”

不用短信，如何表达新春祝福？在奎文区
一家保险公司上班的王永宁选用了微博拜
年。新年的钟声刚一敲响，她就在微博上发了
一条拜年微博，还附上一张自己抱拳拜年的
照片。几分钟后，她的微博上便不断有好友留
言，传递新春祝福。“短信拜年基本是应付，而
微博拜年则很时尚，发条微博可以一次@很
多人，再配上图片、表情，生动活泼。”

此外，像微信一样能传递语音和视频的
手机软件就更有意思了。市民王先生的儿子
在英国留学，每年除夕夜都会往家里打电话
拜年，今年，他通过微信发送了一个在当地
过年的视频，全家人看见了都非常高兴。

“写微博和发微信是我们大学生如今最
喜欢的拜年方式。”就读于潍坊学院的小牛

说，今年春节期间，他每天都会更新自己在
新浪网上的微博，用很简短的话语，把自己
的祝福、心情、行程都呈现给博友。在潍城
区工作的周小姐，今年春节一条拜年短信都
没发。“往年春节都要群发几百条短信，如
果遇上网络信号堵塞，短信要很久才能发出
去，真是麻烦。现在直接上微博贺岁，既省
钱，又低碳环保。”周小姐解释说。

除了传送祝福外，很多博友还把自己过
年的情景发到了微博上。喜欢制作美食的张
女士就在微博上“现场直播”了她们一家制
作年夜饭的全部过程。

记者了解到，随着手机的日益普及，用
短信拜年已经成为了人们在春节来临时表达
心意最普遍的一种方式。然而，移动互联网
的普及让拜年正渐渐走进“微时代”，尤其
是人们在渐渐厌倦各种千篇一律的短信段子
之后，微博和微信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新选
择。

短信电话OUT了

今年，你“微拜年”了吗
本报记者 宋昊阳

从70后到90后：

压岁钱的

年代记忆

“我们以前哪有那么
多的压岁钱，小时候长辈
给钱都是很少的。”上世纪
70年代出生的祁春生回忆
道，那时候压岁钱总共也
就几十块钱，就已经算是
非常大的数目了，对于一
个只有几岁的孩子来说，
这就已经是莫大的欢喜
了。“一年里除了春节能得
到长辈们的压岁钱外，平
时是很少机会接触到钱
的。对于一些困难家庭来
说，压岁钱也许一分都没
有呢！”

“小时候过年收的压
岁钱往往还没捂热，会被
妈妈以‘帮你攒着’为理由

‘没收’了。”今年已经26岁
的朱琳说，压岁钱被“没
收”的情景，对于很多80后
来说，也再熟悉不过了。亲
戚给的钱都会被爸妈要回
去‘周转’，只有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给的钱，才会留
下一部分自己花，也就是
几百块钱。

而对于90后来说，记
忆中的压岁钱，已经是非
常可观了。16岁的王媛媛
今年收了2000多元的压岁
钱，父母都不会要走。“我
买了一些课外书和考试
题，剩下的准备存起来，等
我考上高中，就可以拿出
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上初三的王媛媛马上面临
升学，懂事的她会更多的
考虑用压岁钱帮助自己提
高成绩。“有的同学会用过
年的压岁钱买手机或者平
板电脑，他们的压岁钱都
非常多。”

而随着80后集体进入
“奔三”时代，恍然间都有
些角色错位：从收压岁钱
变成给压岁钱。“爷爷今年
都83了，现在我回家都会
给爷爷包个红包，钱不在
多少，看着老人拿着红包，
我心里也高兴。”今年30岁
的谭峰说。

本报记者 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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