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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买到缠糖。”24

日，在董子园灯会上，两个小棍
子上颜色越缠越白的“缠糖”吸
引了不少市民购买。

在董子园灯会上，有一个
“缠糖”摊格外惹人注目。一位
十几岁的小姑娘熟练地做着缠
糖，一旁的爸爸忙着收钱。

小姑娘在自带的方便袋中
取出一双一次性筷子，熟练在
面前的盆子中转动一下，一份
缠糖就做好了。

缠糖摊老板是从德州市平
原县王杲铺赶来的赵先生，他
接手缠糖手艺已经20多年，身旁
的小帮手是今年只有13岁的女
儿赵玉花。“从8岁开始就开始
跟着赶大集。”赵先生介绍，每
年董子园的花灯会，女儿都会
跟随爸爸从王杲铺赶来。

本报记者 孙婷婷

馋人的缠糖

董子园举办正月正灯会，
商贩们瞄准商机来此摆摊。30岁
的赵秋霞在迎宾路国际商贸城
开了一家服装店，春节后是服
装销售淡季。正月初十赵秋霞
来到董子文化街，看到买面具
的人很多，当天下午到黑马购
买了一批面具、荧光棒、闪光头
饰等玩具，晚上就来摆摊了，

“店里现在生意不好，趁着这个
机会赚点钱。”

“面具进价2 . 8元，卖5元。”
赵秋霞说，“第一年做这个没有
门路，进价高了，有的批发商也
来这里摆摊，他们赚的多。”尽
管如此，赵秋霞的生意也好的
不得了，进的1000个面具在四天
内卖出去一半，荧光棒等货物
也卖的差不多了。记者看到，在
董子文化街的入口处，有不少
商贩是头一次来此摆摊，“看着
人多，就来了。”

本报记者 王明婧 李榕

觉得挣钱

当天进货摆摊

24日，董子园灯会上人头攒动。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会 摄

本报2月24日讯(记者
刘振) 今年的董子园灯会
是全市唯一一场灯会。24
日，记者了解到，从22日起
董子园灯会游客人数开始
激增，初步统计元宵节当晚
赏灯人数超过了25万人次。
出于安全考虑，景区内的部
分景点“闭门谢客”。

“今年临邑等县市区纷
纷取消了元宵节灯会，董
子园灯会是全市唯一一场
灯会，下县以及河北等邻

近省市的游客今年来的特
别多。”24日下午，经济技
术开发区文化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赵金介绍说，受近
两天温暖天气的影响，从
22日起，董子园灯会游客
人数开始激增，23日晚达
到了15万人次，“往年灯会
每 天 的 游 客 人 数 相 对 平
均，今年人数比较集中，元
宵节当晚将达到最高峰，初
步统计元宵节当晚将超过
25万人次。”

游客的激增给安保工
作带来了不少压力。记者了
解到，由于台阶较陡容易造
成人员踩踏，出于安全方面
的考虑，灯会期间，董子园
风景区内的董子读书台、
儒家读书馆等景点都“闭
门谢客”了。“平常时段限
时开放，门票通票 7 0元 /
人。”赵金告诉记者，每晚
安排了1200余警力保障安
全，近水路段也进行了硬
隔离。

据了解，灯会期间，相
关主管部门还安排了锣鼓、
秧歌等民俗曲艺表演，吸引
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数百
游客将展台围得水泄不通，
不少市民爬上柱子将孩子
举过头顶观看。此外，繁露
广场设置了猜灯谜游戏，这
些都给元宵节灯会增加了
不少文化氛围。“猜灯谜活
动设置了100份奖品，每晚
开灯后半小时内就会全部
领完。”赵金说。

董子园一晚揽客25万
赏灯人数激增，部分景点闭门谢客

本报2月24日讯(记者
马瑛) 董子园灯会持续高
涨的人气，带火了各种摊位
的生意。小吃摊热火朝天，
游戏摊人满为患，商贩利用
好时机抓紧“抢钱”。

“俺要那个玩具，俺就
要那个玩具……”24日下
午，记者在董子文化街内听
到一阵儿童的哭闹声，2岁
的天天正在地上打着滚地
向妈妈要玩具。为了安抚天
天，妈妈最终花15元钱买了

一个灯笼玩具。“打从进了
董子文化街，不是套圈就是
买玩具，这周边的小吃吃了
个遍了，100块钱花的还剩
下13块，还没到头呢，钱先
花完了。”天天的妈妈向记
者诉苦。

“这都是你的战利品
吧？”德城区的陈先生手拎
着一个袋子，里面装了很多
套圈所得的奖品，记者数了
数，里面有一个套娃、三个
烛台、三个存钱罐、两个玻

璃装饰品。“我可是花了200
多块钱呢，才套这些多，去
城隍庙买，50元都花不了
啊。”陈先生自嘲地说。

“爷爷，我能买个棉花
糖吃么？”家住新城市花园
的小磊左手拿着金箍棒，右
手拿着九齿钉钯，头上还带
着孙悟空的面罩，一脸可怜
相站在棉花糖摊旁边央求
爷爷，把周围的人全逗乐
了。“只能买这个棉花糖了，
不许再买别的了，听话啊？”

小磊的爷爷也一再“讲价”。
小吃、卖玩具的地摊、套

圈、射击等成为今年灯会上
的“抢钱”杀手锏。卖麻辣串
的杨先生说：“生意特别好，
有的都缺货，顾不上卖了。”
杨先生告诉记者，他之前都
在学校门口卖，这两天灯会
人特别多，就到灯会上摆摊
了。“大多数是年轻人，经常
一两百元的玩儿，这两天临
近正月十五，加上周末，生意
挺好。”一套圈摊主说道。

小吃和游戏成了“抢钱”杀手锏

“100块钱都走不到头”

24日下午，离晚上的元宵灯会
还有好几个小时，前来看灯会的市
民就络绎不绝，热闹非凡，让人感
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气氛。

“ 我 们 是 从 袁 桥 开 车 过 来
的。”前来看灯会的王先生告诉
记者，自己家的几个亲人一块组
团过来的。“家就在高铁那边，也
就十几里路，陪家人一块过来逛
逛灯会。”

据了解，像王先生一样从附近
来看灯会的市民不在少数。从黄河
涯过来的刘先生也是带家人一块
来看灯会的，“孩子每年都吵着来
董子园看花灯，玩游戏，看完就开
车回去了，也很方便。”

来看花灯的还有一些是从邻
省河北过来的。“自己有亲戚在德
州上班，一块过来玩玩。”

“看着灯会上这些游戏、小
吃，仿佛回到了小时候，这种缠
糖很多小孩都没见过。”家住河
北景县的高先生告诉记者，晚上
玩得晚了就不回去了，住亲戚家
里。好多年没有体会过这种过节
的气氛了。

市民张先生也有同样的感
受：“卖的这风车小时候都是自己
做，现在还得花钱买。”张先生觉
得现在玩具种类多了，可以看的、
玩的都比小时候丰富得多。

本报见习记者 宿可磊

在董子园灯会园区，大多市民
是从市区和附近村庄赶过来的。

“每年都和家人一块来看灯会，凑
凑热闹。”家住文化小区的张先生
说。

据了解，很多市民下午就从市
区往董子园赶，“再不来热闹热闹，
出了十五年就过完了。”市民王女
士说，自己带孩子坐公交来的，转
一圈晚上就早点回去了。不少市民
表示，来逛灯会就是图个热闹，出
来玩玩，看看花灯。

家住宋官屯的刘大爷告诉记
者，自己就住在附近，最近几天没
事就骑车过来转转，“这里人多很
热闹，这才像是过年。”

组团从乡镇赶来 天不黑就到现场 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花絮

《德州市文化艺术志(1840-
1988)》记载，德州城乡群众有扎
制彩灯的习惯。每年农历正月十
五，家家户户将各种各样的彩灯
张挂门前，明街闹市。

为了丰富人民群众的节日
活动内容，德州市人民政府确定，
自1985年起，每年于元宵节(农历
正月十四至十六)，举办花灯展览
会。1985年元宵节举办了首届灯
会，地点设在新湖中路。参加灯
盏的有机械局、化工局等共13个
系统，参展的各类灯134盏。

本报记者 李明华

首届灯会

1985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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