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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互动

本本报报相相亲亲会会年年前前报报名名明明天天截截止止
一起到相亲会上过个浪漫的情人节，还单着的你快来报名吧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者
凌文秀) 23日下午5点半，本届
相亲会春节前报名时间将截止，
年后继续接受报名，欢迎单身男
女抢搭年前相亲会报名末班车。

主办方统计，这次相亲会的
报名者最大年龄76岁，最小年龄
18周岁，年长的报名者希望在老
年生活中能找个伴儿，共谱夕阳
情；年龄小的报名者希望通过齐
鲁晚报的相亲平台结交更多朋
友，扩大生活圈子。据统计，本次
报名者年龄跨度大，职业涉及范
围广，报名者有公务员、医生、教
师、军人、护士、金融顾问等，除
了白领、蓝领，也有金领一族。

为了再次给单身男女搭建
寻觅良缘的平台，本报将在情人
节2月14日期间举办大型公益相
亲会。本次相亲会以交友、文化
休闲为一体，鼓励单身男女大胆
表现自我，追求自由和浪漫的爱
情。相亲会现场，主办方将根据
年龄段划分区域，悬挂参加者的
个人信息展示卡，信息卡包含个
人基本情况和择偶标准，可根据
参加者要求隐去真实姓名。

相亲会不收取任何费用，即
日起开始报名，春节后报名时间
另行通知，报名人数不限。欢迎
符合条件的单身男女自愿报名
参加，也欢迎企事业单位集体报
名。

报名时需出示身份证，5寸
或7寸个人靓照1张(电子版最好)。
如亲友代报名，则需要提供报名
者所有信息和代报名者身份证。

报名地点：齐鲁晚报今日聊
城编辑部 (兴华路与向阳路路口
西北角，古楼街道办事处2楼)。

报名咨询电话：8451234。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者
凌文秀 ) “我替哥哥来找对象
的，我哥哥宅在家里不出来。”21
日中午，一位小伙子帮自己的

“宅男”哥哥报名相亲会。
“我都有女朋友了，我哥哥

还单身呢，妈妈都着急了。”21日
中午，一位年轻小伙子小张来帮

“宅男”哥哥找对象，希望能从相
亲会上帮哥哥遇到未来的嫂子。
小张说，哥哥是86年的，比自己
大好几岁，自己都有女朋友好几
年了，但是哥哥还是单身。他说，
哥哥以前也谈过女朋友，不知道
为什么最后就没成。小张介绍，
他哥哥是大学毕业，不但有车有
房还自己开了个店，按说条件不
错，但是总是找不到正式女朋
友 。原 来 小 张 的 哥 哥 是 个“ 宅
男”，整天不出屋，也不爱出去
玩，在网上认识不少朋友，跟人
家也聊得挺好的，但是在现实中
找女朋友的进度就特别慢。他和
妈妈都急坏了，嘟囔哥哥也不管
用，只好求助相亲会帮他哥哥
找。

“他自己不肯来，非让我帮
他来。”小张的哥哥由于害羞、内
向，自己不敢来报名相亲会，让
弟弟替他来先看看。小张帮哥哥
填了相亲会报名表，活动现场准
备跟妈妈一起带着哥哥去参加，
希望能帮哥哥找到。“我们这边
的习俗是哥哥先结婚，我希望哥
哥能早点娶个好嫂子回来。”他
说，如果哥哥结婚了，自己也早
点结婚，早点让父母心里踏实。

弟弟帮“宅男”哥哥

报名相亲会

“我虽然平凡，也不漂
亮，但我有颗真诚善良的心。
性格有女孩多愁善感、温柔
体贴的一面，也有男孩子大
气豪爽的一面，对待生活乐
观积极派，对待感情是专一
执着派。”25岁的小景在个人
简介中这样评价自己。

在众多报名者里，小景
并不太惹人注意，但穿着简
单朴素，看上去给人一种清
爽干净的感觉。和小景一块
来的还有她的几个朋友，她

们告诉记者，在家人眼里，小
景是个孝顺听话的孩子，最
大特点是乖巧老实。在朋友
眼里，她平凡朴素，却也有些
小女生的倔强。

小景说，自己处事比较
低调，不喜欢张扬，也不喜欢
铺张浪费，就是有的时候还
不够自信，“就拿登陆咱们这
平台为自己征婚这一事来说
吧，我跟自己内心做了很大
的思想斗争，才勇敢地迈出
这第一步的。”

小景表示，虽然自知普
通，但也十分憧憬属于自己
的爱情。“自认为还是比较贤
惠的，希望通过相亲会结识
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有能
力的男士，她说，长相不重
要，只要两个人有感觉、合的
来就好。”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普通的我很憧憬自己的爱情

情缘观察

在本报往届情人节相亲会上，两位家长在帮孩子找对象。 (本报资料片)

报名花絮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者
凌文秀 ) 聊城一位楹联专家
介绍，区分春联上下联只需看最
后一个字。“上联是仄声收尾，下
联是平声收尾。也可以按照这个
规则看一副春联是否符合楹联联
律规则。”

“因为古时的读法是从右向
左，贴春联时，上联贴右边、下联
贴左边，横批在上方。”这位楹联
专家表示，“其实横批也应该从右
向左书写。但近年来春联大部分
是印刷的，有些厂家为了迎合现
在大众的阅读习惯，从左到右印
刷。现在的春联横批书写已经很
不严格了。”

专家教你区分上下联：

上联仄声收尾
下联平声收尾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者

凌文秀 ) 由本报和市文广
新局、市楹联学会联合主办的
第三届原创春联大赛征联将于
23日截止征稿。年后，主办方将
确定评审委员会名单，并将由
评委们对春联进行评选。

本次大赛面向全市征集原
创春联，邀请市内楹联专家评
审，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6
名、三等奖9名。评选结果在本
报刊登，并向获奖者颁发证书。

目前本届大赛已收到来自

国内1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近
200人次总计近1000多副春联。
每天的擂台赛也吸引了众多读
者参与。

参赛者以退休老人居多，
其次是教师和爱好楹联的中年
人。“年轻人都忙着工作和学
业，即使有爱好也是有心无
力。”一位70多岁的参赛者说，
年轻人正奋斗在人生路上，整
日忙于工作。“很多人都会经历
忙事业的阶段，但总一天也会
回归到文化和娱乐休闲中来，
不是他们不爱好、不想学，而是

很多条件不太允许。”
大赛要求春联内容健康向

上，富有新意和时代特色；独立
创作，符合联律平仄对仗等。

每位参赛者投稿数最多为
10副，必须为原创，如有抄袭，
一经发现，取消评奖资格；作品
需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身份
证号码、联系电话、详细通讯地
址及邮编；主办单位对所有参
赛作品有出版、发表、张贴等权
利。

主办方会公示并通知获奖
者，但获奖者需自行领取荣誉

证书及奖品，主办方不予邮寄
或快递。以聊城本土元素进行
创作的楹联，优先评选。

参赛方式：参赛者可把手
抄稿送到或邮寄至齐鲁晚报今
日聊城编辑部(聊城市兴华路
与向阳路路口西北角，古楼街
道办事处2楼)，邮编：252000。
也可通过短信或邮件的形式发
送原创春联，格式为：春联内容
+参赛者姓名+参赛者联系方
式。邮箱为：l ingwenxiu626@
163 .com。咨询电话：8451234。

原原创创春春联联大大征征集集，，有有才才你你就就抓抓紧紧来来
本报原创春联大赛明天截稿，春节过后将组织专家评奖

本报联合聊城市文广新
局、聊城市楹联学会主办的第
三届原创春联征集大赛，不光
吸引了众多省内外读者积极参
与，也有引发众多读者关于“消
逝年文化”的思考，大家纷纷讨
论：现在过年，除了春联，年味
儿里还少了什么呢？

市民李先生说，贴春联是
我国传统的过年习俗，已沿袭
了上千年。如今，生活节奏不断
加快，会写春联、热衷写春联的
人越来越少了，会写毛笔字的
人也越来越少了。

临清市民周先生说，记得
小时候，几乎家家户户贴春联，

大部分是主人自己手写，不管
字写的好不好看，贴在大门上，
图的是红红火火的很喜庆。这
几年，贴春联的少了，手写春联
更是难觅，往往是银行、通讯公
司为了宣传，印刷了内容千篇
一律的春联，免费送给市民。

很多人感慨，与传统的年
相比，现在又岂止少了手写春
联呢？

“二十三，糖瓜儿粘；二十
四，扫房日；二十五，炸豆腐；二
十六，炖锅肉；二十七，杀只鸡；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
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
扭一扭……”曾经这首朗朗上

口的童谣，蕴藏了多少人儿时
过年的回忆？

“小时候，每到过年，都是
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过年就
会有新衣穿、有水饺吃、有鞭炮
放，还有压岁钱现在这些东西
轻而易得，想什么时候要都能
得到，不用再熬到过年了。难道
是因为得到得太容易，所以人
们不再觉得有味道？”白领陈女
士也对现在过年文化有一番思
考，传统年味越来越淡，很多文
化元素正在消失。

记者从市文广新局获悉，
除了大家感觉中的年味儿越来
越淡，与年文化相关的一些文

化产业、技艺也面临生存困境。
据了解，木版年画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昌府区和阳谷县都
有人掌握这门技艺，
但因为社会需求量
逐年减少面临失传，
这也是很多传统文化
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困
境。

春节的脚步越来
越近了，在感叹岁月匆
匆流逝的同时，很多读
者希望找回渐行渐远
的年味。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除除了了春春联联，，年年味味里里还还少少了了啥啥
记者手记

缘满情人节


	l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