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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庙会会玩玩““穿穿越越””

俗话说“大年初一扭一扭，放炮拜年逛庙会”。第二届玉黛湖庙会从马年大年
初一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包含了民俗演出、美食、游乐、购物等众多活动，吸引
了城区和周边村镇的居民前来游玩，一家老少在缤纷的娱乐项目里体验着传统与
现代的碰撞。孩子们手拿奥特曼玩具、看着西洋镜，让人有种穿越的感觉。

本报记者 谭文佳

临淄的王先生是陪着
父母和孩子一起来玩的，据
王先生回忆，小时候在庙会
上最爱看捏泥人。五彩泥巴
在师傅手中捏来捏去，一会
就捏成一朵花，或者可爱的
小动物，然后黏在竹签上，
每完成一件作品都能换来
现场观众的欢呼声。而如
今，王先生的孩子手里没有
了小泥人，取而代之的是卡
通人物奥特曼玩具。孩子们
拿着奥特曼，吃着烤肠，来
到摊位前看西洋镜、看传统
杂耍，加上各种现代游乐设
施，让人仿佛穿越在古今混

搭的乐园中。
今年玉黛湖庙会在保

留了去年的锣鼓队、狮舞
表演的同时，还增加了许
多新的民俗项目，如中幡、
二鬼摔跤、鬼手、皮影等。
据景区崔经理介绍，这些
表演都是请的老北京的传
统民间艺术表演者，目的
是让游客真正感受到现代
庙会与传统庙会的碰撞与
结合。

庙会最少不了的就是
各种小吃美食。记者在庙
会上看到设有新疆烤肉、
台湾美食、成都美食等来

自全国各地风味的小吃摊
位，每个小吃摊前都挤满
了游客。其中精美的糖画
吸引了许多孩子。“我们小
时候经常看到糖画，也经
常吃。但现在也就来逛庙
会才能吃到，所以孩子感
觉很新奇。”带孩子来的王
先生说。

据玉黛湖风景区的崔
经理介绍，此次庙会他们在
吃的文化上做了很多文章。
将台北著名的小吃街士林
街的缩小版搬到了庙会上，
还有新疆烤串、臭豆腐等，
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名吃。

过年对于孩子们来说，除了能吃到
各种好吃的，能穿上新衣服，更加期待的
就属压岁钱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
村的孩子们收到的压岁钱也像城里的孩
子一样，越来越多。如何打理这些压岁钱
也成为热议的话题。

由于当年生活条件的艰苦，很多生
活在农村的70后、80后在小的时候只能
收到很少的压岁钱，有的甚至没有。而这
些压岁钱也大多被父母“收缴”，很少留
给孩子自己支配。

“记忆中小时候压岁钱拿的并不多，
最多也就10元钱。”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的
70后王先生说。毕业一年多，在某单位上
班的连先生告诉记者：“工作后就没有压
岁钱。而且小时的压岁钱也很少，因为生
活在农村，每个红包也就几十元钱，后来
生活水平提高了才涨到100元。”连先生
说，小时候的压岁钱也都是给了爸妈。

随着时代的变迁，90后、2000后们的
压岁钱都在发生着变化，不仅钱多了，处
置也更有自主权了。

舒先生前几日就把儿子畅畅今年收
的1800元压岁钱存入了银行的账户里。
这个账户是专门为畅畅开的。舒先生表
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孩子收的压岁
钱上千元已非常普遍，如何让孩子合理
使用压岁钱是父母必须面对的问题，于
是就想到了为孩子在银行开个账户。“这
样可以教孩子一些存取款的知识，还可
以让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

除了存进银行，淄川的刘女士告诉
记者，她的孩子今年收到压岁钱有3000

元，年后自己再凑点，给孩子买了份保
险。“我觉得这笔钱本来就属于宝宝，那
就实际点为宝宝干点实事。保险每年要
交，压岁钱也是年年收，宝宝这会还小不
能自己支配，就全给他买成保险，等孩子
有能力支配压岁钱时，再交给他自己去
支配，让他学学怎么理财。”“我有两个儿子两个女

儿。自从女儿嫁人后，为了
全家团聚，孩子们商量大年
初三一起回到家里，十几年
了每年大年初三才是我家
真正过年。”75岁的刘长水
说，每年的正月初三，家里
都格外热闹和温馨。

初三这天，刘长水早
晨 6点就起床了。“今天孩
子们都回来团圆，我睡不
着了就起来活动活动，把
儿女们年前买的鸡、肉、鱼
等拿出来先准备好。”刘长

水说。
这些年，用刘长水自己

的话来说就是“在家享福”，
他的两个儿子、儿媳都很孝
顺，“今年我还收到了外甥
女送来的红包，特别高兴。
她第一年参加工作，就给我
送了个红包，钱不在多少，
重在一份心意。往年都是我
送红包，今年变成收红包，
心里特别开心。”刘长水说。

不到 1 0点，小女儿一
家就来了，接着是小儿子
一家、大女儿一家、大儿子

一家，全家人陆续到齐。小
孙女今年 1 0岁，性格特别
活泼，她一到家，立即冲进
门给刘长水拜年，逗得老
人哈哈大笑。

对于除夕一家人不能
团圆，刘长水老人一点都不
介意，“孩子们都长大了，都
有了自己的生活，除夕聚不
到一起没事。过年过的是个
团圆，不在于哪天过，除夕
聚不到一起就初三聚，哪天
孩子们都到齐了，哪天就是
过年。”

本报记者 罗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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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畅开心地接过奶奶发的红包。
本报记者 谭文佳 摄

张店玉黛湖庙会上“鬼手”变戏法引来很多
游客驻足观赏。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过年不拘泥于哪天，刘长水老人：

啥啥时时团团圆圆啥啥时时就就是是年年
每年的大年初三，对于家住淄川区昆仑镇的刘长水老人一家来说都很特别，

因为这一天才是他们家真正意义上的年。由于工作、生活等原因，儿女们只能在初
三才能都回到家团聚。用刘长水老人的话说：“啥时候团聚啥时候就是年。”

红包不再
父母全“收缴”

本报记者 谭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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