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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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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振东

针对正月十三至十五期间，济南市
第三十七届趵突泉迎春花灯会游客高峰
期的到来，济南市公安局采取多项措施
确保广大游客安全和有序观灯，将在一
定时段进行交通管制和人数限制进入园
内。（详见《齐鲁晚报》18日B04版《观灯人
数过多将限制进入》）

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也
正是济南趵突泉迎春花灯会市民和游
客观灯的高峰期，虽然人多热闹，但也
带来了许多不便。每天尤其是晚上，整
个公园内更是人山人海，人挨着人，人
挤着人，甚至连个落脚的地儿也没有。
这时，要想在花灯前照相留影也很难，
一个还没有照完另一个又过来了，单
人照全都变成“合影”了。

其实，今年的趵突泉迎春花灯会
于2016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一）正式
与广大市民和游客见面后，将一直持
续到2月28日（正月二十一）才结束，展
期21天。建议观灯者来个“错峰观灯”，
有效避开高峰期。这样既人少车少不
拥挤，又能观好灯照好相，处处都方
便，何乐而不为。

葛原生态

趵突泉观花灯

不妨来个“错峰观灯”

今 日 济 南

春节过后，孩子们的钱包鼓了起
来，不少父母担心孩子“爱钱”，责令压
岁钱上交代管，也有些父母给孩子财
权，鼓励他们自由支配，比如，购买文
具与书籍，做公益捐助困难家庭等。孩
子的压岁钱，父母该不该代管？（话题
提供者钟倩获得80元奖励）

参与方式：可在剪子巷群论坛讨
论帖后面回帖，或将您的意见建议发
送至邮箱qlwbjzx@163 .com。

葛杠子头话题

孩子的压岁钱

父母该不该代管

““日日期期打打错错””，，““小小事事””不不小小
□冯勇

15日，市民高女士收到了
两包有点奇特的风干肠，这两
包风干肠奇就奇在生产日期竟
然为5天后的2016年2月20日。
而厂家对此的解释就是一句

“日期打错了”。对于这种穿越
来的早产食品，济南市天桥区
食药监部门表示，将对其进行
查处。（详见《齐鲁晚报》18日
B05版“从2月20日‘穿越’来两
袋风干肠”）

食品生产日期早产5天，到
底是如厂家自称的“日期打错
了”，还是另有猫腻，相关部门

要查清楚事实真相，给市民一
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当然，无论
是不小心打错的，还是故意为
之，其都应受到相应的处罚。此
外，据记者调查，高女士收到的
风干肠，厂家生产地址也挺“神
秘”，记者查询包装上所显示的
地址，并未发现风干肠的生产
厂家。该厂家是否有相关生产
手续，这也应一查到底。

据生产者介绍，他对日期
打错并非不知情，而是“发现错
了也没再改”，也许其将日期打
错当成了“小事儿”。生产日期

“打错”，看似小事儿，实际上并
非小事。一般来说，保质期是食

品的最佳食用期，设置保质期，
消费者对食品的安全性有了一
个衡量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
准确标明生产日期是对消费者
权益的保障，无论是生产者还
是监管方对此都应予以重视。

其实，高女士碰到的“穿越
食品”事件并非个案，类似情况
并不鲜见。除了把日期延后，还
有的商家为了一点蝇头小利，
不惜自毁诚信经营的信誉，不
顾消费者的饮食安全，“毅然决
然”地将过期食品的生产日期
改到保质期内。如果这种行为
得不到有效遏制，那么老百姓
餐桌上的安全就难以有效保

障。对于食品的各类“日期错
误”无论厂家如何解释，食药监
等相关部门都应该一查到底，
让真相现出“原形”才对。

为了规范食药市场的经营
秩序，最大限度地保障市民的
饮食安全，相关部门应该多多
利用“飞行检查”模式，检查之
前不打招呼。这种非常态的“突
击检查”，会给那些妄图侥幸蒙
混过关的食品生产与销售商家
形成威慑力。当然，还需要职能
部门在监督执法的过程中做到

“不走过场”，维护执法行为的
严肃性、公正性，给市民吃上一
颗“定心丸”。

葛有么说么

17日，由济南市文
广新局主办，济南市群
艺馆、济南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心承办的舞
龙大赛在群艺馆群星
广场开赛，来自各县

（市）区的11支舞龙队
伍、400多名队员参加
了比赛，参加人员中老
年选手占80%以上。最
终，济阳前街舞龙队夺
冠。（详见《齐鲁晚报》
18日B03版“济南舞龙
队仅剩十几支”）

葛泉眼

舞龙技艺传承着文化血脉

□庄秋燕

众所周知，春节期间耍狮、舞
龙、赏花灯的传统习俗在我国源远
流长，她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宝贵财
富。但是随着城市的迅猛崛起，快节
奏的城市生活以及一些新年俗的

流行，传统的年味儿越来越淡，年轻
人新的生活方式逐渐取代了旧年
俗。舞龙等诸多民俗项目逐渐式微，
亟需我们保护。

其实，不仅仅是针对舞龙技
艺，其他各类与文化传统有关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应该用心保

护起来，并培养更多的后备人才
将老祖宗好不容易留下来的东
西传承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既
是一个民族和城市凝聚力的由
来，更是文化内涵和人文素养的
彰显，她让每一个生活其中的后
人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舞龙“动起来”还需多方“搭台”

□徐剑锋

舞龙大赛办得丰富多彩且热
闹非凡，让人真切地体会到年俗的
魅力、文化的凝聚力，笔者不禁为传
统文化的回归与复兴深感高兴！

传统民俗多姿多态，让它具
有现实的呼吸与心跳，政府部门
责无旁贷。一方面，整合社会资

源，搭建草根舞台，持之以恒地
开展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俗活
动，保护与培养民俗传承人，必
须作为一项硬任务持续发力；另
一方面，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到决定性作用，通过旅游与观
光催生民俗文化再生产，在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中加入民俗元素，
让这块“活化石”在述说地方灿

烂文化的同时，更成为文化产业
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每个市民而言，我们既有
分享文化遗产的权利，也担负着
传承民俗的重任，尤应以高度的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来保护民
族之根、民俗之魂，争当传统节
日文化的传播者、继承者。多为
民俗活动捧捧场、喝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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