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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身边

本报菏泽8月26日讯(记者 李
德领) “虽然捐的书不多，但代表
了我们壹份心意。”26日上午，菏泽
某爱心书店向本报捐赠50本课外
书，并表示以后还会继续捐赠，同
时呼吁其他书店也能积极奉献爱
心。

26日，菏泽一爱心书店拨打本
报图书捐赠热线，想捐赠图书，“在
报纸上看到《梦想书屋》活动，筹集
图书向偏远农村小学捐建图书室，
让那里的孩子们也能像城里孩子
一样看到课外书，就觉得这样的活
动很有意义，不仅能增加农村孩子
们的阅读量，还能从小培养孩子们

读书的好习惯。”
当记者前往该书店时，店主已

经将爱心图书整理好，图书不仅有
《卡通故事》、《成语故事》、《唐诗三
百首》、《小学生古诗词必读》等，还
有《世界五千年》、《四大名著》等系
列丛书。

“捐赠的图书不多，但代表了
我们一份心意，这些图书对于我们
书店来说并不算什么，以后还会继
续捐赠。”爱心书店经理说，也希望
其他书店能够奉献爱心，每家书店
捐赠50本，积少成多，按照报纸上
说的1000册就可以建成“梦想书
屋”，20家书店就可以帮助一所偏

远农村小学建立“梦想书屋”，圆孩
子们的读书梦。

“梦想书屋——— 爱心行动”是
齐鲁晚报·今日菏泽发起的一项大
型公益活动，面向社会征集爱心图
书，在菏泽全市乡村学校建立“梦
想书屋”，让更多孩子在书香氛围
中快乐成长，目前已经捐建7个“梦
想书屋”。今年8月初，本报推出“梦
想书屋 缘在暑假”活动后，收到
不少爱心人士捐赠的图书，也有不
少爱心市民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本
报赠送图书，这些带有爱心的图书
将送往偏远农村小学，做为送给当
地孩子们一生的礼物。

星星火火燎燎原原，，小小行行动动共共筑筑大大梦梦想想
本报“梦想书屋 缘在暑假”活动进行中，一爱心书店向本报捐赠50本图书

壹壹角角钱钱，，越越来来越越不不受受市市民民待待见见了了
┮嫌麻烦，菏泽不少店铺拒收壹角零钱

┮银行称，市民可带零钱到银行换整

一本好书可以开阔孩子们的视
野，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一本好书
可能会改变孩子的一生。本报将常年
向社会征集图书，为更多的贫困农村
孩子送去知识和梦想。

不管是能开阔学生眼界的新读物，
还是适合孩子阅读的名著，亦或者是幽
默的漫画书，只要是适合孩子阅读、八
成新以上的书，您都可以捐到“梦想书
屋”中来。您可以只捐一本书，也可以带
着孩子一起捐；同时欢迎社会机构、团

体规模化捐赠。
如果您个人或企业愿意捐赠一个

书屋(1000册以上图书)，书屋将以您个
人或企业的名字命名。所捐赠的图书流
向哪所学校，我们也可为您提供查询。

另外，本报与城市名校联合打造
爱心书屋活动已启动，学校可与农村
学校结对子，把城市孩子读过的新书
集中起来，定向捐赠。

捐赠热线电话：15054655267。
捐赠地址：菏泽市府东路171号。

一书一世界 让爱心传递
相关链接

26日，市民王先生
拿着一把硬币购买
物 品 ，被 营 业 员 拒
收，原因是嫌麻烦，
容易掉。记者走访了
解 到 ，对 于 壹 角 的
钱 ，不 少 店 铺 很 排
斥，这让市民很“不
爽”。对此银行工作
人员表示，市民可将
零钱带到银行换整，
但他同时表示，整钱
换零需提前预约。

记者探访

小商铺多拒收壹角零钱

市民无奈将其“束之高阁”

“不收壹角的钱！！”在丹
阳路菜市场处一家商铺前赫
然挂着一个这样的牌子。据该
商铺老板介绍，之前曾经有顾
客拿着70个壹角的硬币来买
烟，他们收了后进货时却花不
出去，“去银行换太麻烦，我老
伴一气之下就写了一个小牌
子挂在外面。”

记者走访多家商铺发现，
很多小型商铺都拒收壹角零
钱，他们给出的答案多是“壹
角的零钱不好花，也容易掉”。

据市民陈女士介绍，每次
外出买东西都会找给很多零
钱，因为不容易“出手”，她都
会放在存钱罐，久而久之，偌
大的存钱罐已经满了，去银行
换太麻烦，现在都不知道该怎

么放置这些零钱，“前几天去
买东西，竟然被老板拒收，看
着一大堆零钱真是头疼。”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一些像银座、茂业、三信等
大型超市愿意收壹角零钱，
他们都表示这样便于以后
找给其他顾客。另外，不少
超市都在收银台处放置口
香糖、棒棒糖之类的物品，
当没有零钱找给顾客时，他
们都会以物品兑换。

据菏泽茂业百货一楼超
市工作人员介绍，超市一天找
向顾客壹角硬币约1 5 0元-
200元，而超市每两三个月都
会向银行换取2万左右的零
钱，“我们还是欢迎顾客在购
物时带足零钱。”

延伸调查

到银行零钱换整随时
整钱换零需预约

商铺不收零钱，一方面是
因为壹角零钱携带不方便，另
一方面是不是零钱兑换有困
难呢？26日，记者带着这个疑
问走访市区部分银行营业厅。

“请问可以用壹角零钱换
整吗？”“可以的。”在记者走访
的四家不同银行营业厅内，关
于零钱换整的问题得到统一
的回答，随时都可以换整钱。

但在整钱换零上，双河路
一家银行营业厅工作人员称
用壹角零钱换整最多换十元，

五角零钱换整，只能换五十元
以内。“现在网点里壹角的钱
币，共计不足二十元，五角零
钱共计不足二十元，如果想兑
换零钱，需要提前说。”

“国家现在提倡小面额币
种硬币化。”菏泽人民银行货
币经营科科长李庆锁告诉记
者，近两年壹角纸币没有再通
过人民银行发行。“根据国际
趋势，中国会逐渐减少小面额
币种的纸币，下一步会减少五
角、壹元的纸币发行量。”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
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
边。”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流
行于60年代，那时候，一角钱可
以买十颗糖，十包火柴，对于几
分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的60年
代来说，一角钱在今年56岁的
赵朝心中，是一笔不敢奢望的

“巨款”。
“一角钱能买30斤面。”回

忆起70年代，赵朝的记忆活跃
起来，对于三分钱一根冰棍，五
分钱一包瓜子来说，一角钱是
属于家长才能使用的币种。“友
谊牌的擦脸油是一角钱一盒，
通常一盒全家都用，每次只敢
擦一点。”今年49岁的郭红对70
年代记忆颇深。

“红旗电影院的票一角钱
一张，这都属于奢侈品。”到了
80年代，郭红已成为一名会计，
每月工资是三十元。“瘦肉1块5
一斤，12元能买一身衣服。”赵
朝说，在80年代，给孩子的零花
钱就是一角钱。

“一角钱能买三颗糖，一根
冰棍。”“80后”孙倩回忆起90年
代的童年，在学校门口的小摊
上，大部分零食都是一角钱，烧
饼二角一个，“父母给二角零花
钱，够我买好几种零食吃。”孙
倩板着手指算：“两颗糖，一袋
猴王丹，一袋橘子味的粉......”

到了2000年后，小学门口
难觅一角钱的零食，仿佛一夜
之间，学生的零花钱涨到了一
元，零食的价格也以五角起跳。

“一上初中，烧饼就从三角跳到
了五角，冰棍、棒棒糖都涨到了
五角，很少见一角钱的零食，”
孙倩说，从2000年后，壹角钱逐
渐淡出了她的钱包，即使有时
被找给几角钱，也会随手放在
储存罐里，不会想起来花。

而现在，壹角钱的适用范
围仅限于银行、超市、药店及菜
市场等小范围，市民手中虽有
零钱但很少流通于市场。这个
60年代被称为一笔巨款的币
种，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一角钱能买啥？一角钱的50年变迁

相关阅读

文/片 本报记者 陈晨 李德领

大图：市民在展示家中的零钱。
小图：在一小卖部挂有“不收壹角的钱”的标志。

本报菏泽8月26日讯(记者 张

建丽) 26日上午，菏泽市旅游商品

和装备协会正式成立。首批会员51

家，涉及全市八县二区，全面覆盖菏

泽市旅游商品和装备行业。现场展

示了会员单位的特色产品，引来众

多企业、市民慕名参观，有的企业还

现场谈起合作。

在单县百寿坊食品公司的展位

前，记者看到，已经发展成熟的羊肉

汤产品又有了新模样。工作人员介

绍，这是公司专门在景德镇定制的

青花瓷小碗，一改以往一次性或者

塑料的羊肉汤盛器。“这些小碗上的

图案组合起来就是一幅清明上河

图。”工作人员说推出这个新包装，

不仅让消费者觉得产品好吃，更让

精致包装器具在消费者日常生活中

起到持续的影响，“实用、美观、上档

次，顾客一用就想起来咱们的羊肉

汤。”在一家以牡丹花作为月饼馅料

的展位前，一企业负责人很感兴趣，

表示要谈合作。

单县天祥罗汉参专业合作社总

经理袁福君，这次带着他的罗汉参

饮片、面条等来到现场。每每有人经

过，他就热情地介绍自家产品。“早

就想参加这样的协会了，可算找到

‘组织’啦！”袁福君告诉记者，罗汉

参是菏泽的特产，外地少有，而且营

养价值非常高，是好东西，就是外界

老百姓知道的并不多，希望今后能

将产品打出去。

菏泽市乡韵鲁锦纺织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赵丹当选为菏泽市旅游商

品和装备协会会长。菏泽市旅游局

局长邓露表示，菏泽市旅游商品和

装备协会将组织参与制订和实施行

业发展规划，向政府主管单位提出

发展行业、产品开发、扩大销售、知

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实施方案，以

及在税收、价格、开发旅游商品等方

面的建议。同时开展行业内产品的

自检互检，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对旅

游商品质量进行检测监督，并鼓励

旅游商品生产企业大力开发新产品

等。这是旅游商品和装备行业发展

进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

市旅游商品和装备

协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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