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13日讯 (记者 徐
艳 ) 2月1 4日是中国传统的节
日元宵节，吃元宵、看花灯、猜
灯谜，已经成了元宵节市民必
不可少的项目。今年的元宵节，
本报为回馈读者，举行猜灯谜
活动，答对5题以上就可获得本
报纪念水杯一个。

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又称
“灯节”，在这天观灯、赏灯是必
不可少的节日内容。

赏花灯离不开猜灯打谜。
据记载，猜灯谜自南宋起开始
流行，“猜灯谜”又叫“打灯谜”，
出现在宋朝。南宋时，首都临安
每逢元宵节时制谜、猜谜的人
众多。开始时是好事者把谜语

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
彩灯上供人猜。因为谜语能启
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
至今。

本报此次所公布的灯谜题
目难易程度不同，内容涉及猜
人物、猜蔬菜、猜俗语、猜地名
等等，读者只要答对以下灯谜
中的任意5题或者更多的题目，
就可到本报编辑部（位于烟台
路丽城花园西门沿街）领取印
有本报logo的纪念水杯一个。

本次灯谜的答案将在下周
二进行公布，读者可在答案公
布前到本报编辑部领取礼品，
答 案 一 经 公 布 活 动 也 随 之 截
止。

猜猜灯灯谜谜闹闹元元宵宵赢赢奖奖品品喽喽
答对5题以上即可获得本报纪念水杯一个

皇帝从不上早朝(打一古人的
号)

按这样子裁衣裙，只需一米(打
一象棋大师)

奥巴马的愿望(打一古籍)

一个右来一个西，三间平房东
南立(打一字)

不要耽搁见面(打一三字口语)

写上去(打一字)

劝君莫饮劣质酒(打一五字口
语)

食物分类(打一食品规格)

基友(打一天龙八部人物)

屋漏偏逢连夜雨(打一三字俗
语)

疑是地上霜(打一三字口语)

二月春风似剪刀(打一四字病
名)

御膳无二味(打一三字计算机用
语)

一马离了西凉界(打一三字口
语)

离开半月(打一字)

子丑(打一四字常用语)

非名牌酒不饮(打一三字常用
语)

开一半票,提一半货(打一字)

两个差不多(打一称谓)

在家靠父母(打一离合字)

怒不可遏(打一天文用语)

一心要当射箭手(打一成语)

禾(打一歌名)

妇女解放翻身做主(打一中国地
名)

一心工作到白头(打一字)

小小个头似苹果，美女都爱当
水果(打一蔬菜)

圆圆脑袋樱桃色，深深埋在土
里头(打一蔬菜)

红红小嘴绿鹦哥，大力水手最
爱它(打一蔬菜)

红妹子，绿妹子，湘川一带最爱
吃(打一蔬菜)

身披黄袍狠妈妈，年纪一大手
段辣(打一蔬菜)

日照街道丰园社区

品品尝尝汤汤圆圆赏赏歌歌舞舞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赵发宁 通
讯员 黄晓丽) 12日上午，日照街道丰
园社区组织社区共建单位、社区党员、社
区文艺队、社区居民育龄妇女等共四十
余人在社区多功能厅开展了以“包汤圆
猜灯谜闹元宵话和谐”为主题的“我们的
节日——— 元宵节”活动。

活动中，动手包汤圆让大家都兴奋
了起来。搓、捏、按、团，一块块白白的糯

米面在大家手中时而团成一个球，时而
压成一个饼包上馅，做成一个个诱人的
汤圆，活动现场气氛活跃，一位社区居民
还随着音乐唱起了“包汤圆、卖汤圆”的
歌谣。

在猜灯谜的活动中，现场有二十多
条灯谜，涵盖了十二生肖、地名、科普知
识等各类谜题，孩子们争先恐后抢答，大
人们也兴趣盎然不甘示弱，现场气氛热
烈。

随后大家一边品尝着元宵，一边欣
赏着社区文艺队表演的《恭喜发财》、《最
美中国范》等欢快的舞蹈。

整个活动现场到处都充满了欢声笑
语，洋溢着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让现场
的居民深切感受到她们在社区这个大家
庭生活的幸福感。

活动既富有传统的特色，又具有浓
烈的时代气息，不仅使居民加深了邻里
之间的深厚感情，而且使丰园社区广大
居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了满足。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赵发宁 通讯
员 宋丹) 2月14日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
做元宵、吃元宵无疑是节日里最暖人心脾的
活动。2月12日上午9点，秦楼街道新城社区
开展了庆元宵主题活动，邀请了辖区居民，
来一同感受元宵节热闹喜庆的气氛。

“过去都是要自己包汤圆呦，腿脚不灵
便的老人，包起汤圆来可是轻车熟路。”社区

一名工作人员说。
看着白花花的糯米团在老人灵巧的手

中变成一个个可爱诱人的汤圆，孩子们也饶
有兴趣地学了起来。

老人一边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和面、包
馅、搓元宵，一边讲述着节日的由来，温馨
之情溢于言表，孩子们更是听得神采飞
扬。大家将做好的汤圆下入锅中，不一会
儿，甜蜜的香气扑鼻而来，伴着满满温情，
丝丝扣心。

在“卖汤圆”的歌声中，大家围坐着品尝
煮好的汤圆。清爽的汤里放着如玉的汤圆，
让人食欲大开。“这比超市卖的都好吃呢。”
一个小朋友说。此时，孩子们成了开心果，歌
声、笑声充满了整间屋子，每个人的脸上都
洋溢着过节的喜庆。

活动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将老人送回
家。路上，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不断跟身边
的老人说着“住在这儿真是满足了，就算儿
女不在身边，咱们也能过个团圆节”。其他老
人也都随声附和。

秦楼街道新城社区

老老人人带带头头包包汤汤圆圆

居民展示劳动成果。通讯员 黄晓丽 摄
社区居民一起包汤圆。通讯员 宋丹 摄

谜 题

本报2月1 3日讯 (记者 赵发宁
通讯员 田恩钦 ) 1 1日上午，秦楼街
道城建花园社区的文体爱好者齐聚市
政府广场，参加日照市元宵节民间广场
文艺表演赛，为市民献上了歌舞《琴台
古韵》，用歌舞的方式迎接马年元宵节
的到来。

伴随着悠扬的古乐声，表演者徐徐
走上舞台，尽管当时的室外温度已达零
下八摄氏度，但热情洋溢的社区阿姨们

不畏严寒，身着轻盈的舞蹈服装，翩翩起
舞，优美的舞姿和不断变化的造型不时
引来围观群众的阵阵喝彩，演出现场不
时有居民拍照留念。

本次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表
现形式，展现了城建花园社区居民群众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也体现了社
区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这次文艺汇演
也是城建花园社区为广大市民马年献上
的一份“新年礼物”。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赵发宁 通讯
员葛善荣 张永芳) 元宵节过后，开学在
即。为了喜迎佳节，让孩子们以饱满的姿态
走进校园，12日上午，日照街道金阳社区组
织中小学生在金阳广场开展了“爱我家园，
洁美社区”社会实践活动。

据金阳社区主任葛善荣介绍，此次活动
针对金阳广场的白色生活垃圾以及燃放烟
花爆竹的残留物进行了彻底清除。“元宵佳
节就要到了，干净的街道，清洁的环境会让

居民有一种好心情，也会更加热爱家园。”葛
善荣说。

活动现场，学生们两人或三人合作，拿
着扫帚、铁锨等工具，全面展开清理，干得热
火朝天。孩子们感慨万千，纷纷表示：一定要
爱护自己的家园，不乱丢垃圾，做一个文明
小市民。

“现在的孩子在家里几乎都不干家务
活，但今天孩子们的干劲还挺足的，他们会
干，只是在家不爱干。”葛善荣说。

秦楼街道城建花园

《《琴琴台台古古韵韵》》迎迎元元宵宵
日照街道金阳社区

中中小小学学生生大大扫扫除除

特别报道C12 2014年2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李玉涛 美编/组版：赵长通


	RC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