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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永军

本报讯 今年农历闰九月，民间
习俗有“闰月鞋，闰月穿，闰月老人活
一千”的说法。商家借此巧打孝心
牌，变着法子赚钱。记者近日走访市
区街头看到，不少鞋店都在显著位置
悬挂“闰月鞋”的醒目提示，热推“孝
亲鞋”。与此同时，一些购物网站的

“闰月鞋”也卖得火热。

市民买“闰月鞋”尽孝心

“孝亲闰月鞋，你送了吗？”10月
8日上午10时许，记者在市区荟文街
看到，一家鞋店门头上方悬挂的条
幅很引人注目。一名店员告诉记
者，逢闰月女儿给母亲买鞋是个老

习俗了，为此店里专门进了货，最近
一段时间带着母亲来买鞋的顾客明
显增多。

市区体育路北段一家鞋店里也
设了推广“闰月鞋”的条幅和招牌，有
母女模样的顾客正在挑选鞋子。家
住市区光明路北段的童女士告诉记
者，之前并不知道有这个习俗，最近
看了很多鞋店的“闰月鞋”促销广告
才知道。“只要老人高兴就好。”童女
士说，身边的不少朋友都为母亲买了

“闰月鞋”。

“闰月鞋”网上也热卖

据一些老年人介绍，“闰月鞋”
是中国不少地方的传统习俗，逢农
历闰年闰月，孩子都要给父母买双

鞋，以求父母身体健康、生活平安，
以报哺育之恩。有的地方是逢闰月
年，出嫁的女儿要给母亲买双鞋。

“闰月鞋”一定要在闰月的前一个月
穿上才灵验。于是，头脑灵光的商
家借今年闰九月的时机，推出孝心
牌大力促销。

记者登录淘宝、天猫、京东商城
等购物网站看到，很多卖家打出了

“闰月增寿”“闰月添福”“闰月孝心
妈妈鞋”等宣传语，“闰月鞋”在网上
卖得火热。

有市民认为是商家噱头

记者走访发现，“闰月鞋”价格
多在数十元至百余元间，一些新款
中老年女鞋价格稍高。“老人家大多

比较节省和仔细，不愿花钱购置新
衣新鞋，借着这个说头，给她们买双
新鞋，也是尽孝心的一种表现。”市
民张女士说。

但也有一些市民认为这是“迷
信”。“穿鞋就能辟邪，有点迷信色
彩。”家住市区曙光街西段的于女士
说，母亲节、父亲节、重阳节……在
商家的循循善诱下，不少中外节日
成为儿女向父母表达孝心的良机。
现在，脑子灵光的商家又打起了“闰
九月”的主意，不外乎造一波“孝心
消费”的热潮而已。

理解和关心父母最重要

据了解，送“闰月鞋”的习俗起
始年代已无据可考，但民间忌闰年

古以有之，认为闰年乃多事之秋，于
长者不利。民间认为，当女儿的在
闰年的闰月前给母亲做一双鞋，方
可使母亲平安地走出闰年这个多事
之秋。

“孝敬父母，不用拘泥于形式。”
平顶山学院副教授王俊卿认为，无
论是“迷信”还是“民俗”，“闰月鞋”
已经成了儿女孝顺父母、反哺报恩
的一种方式。即便最初的习俗带有
迷信色彩，也许正因为被注入孝道、
祝福等更深层次的含义，这些习惯
才得以延续下来。如今生活条件好
了，做儿女的表孝心其实不用拘泥
于某种形式，平时父母缺少什么就
添置些什么，多多理解父母关心父
母才是最重要的。

农历闰月，民间有习俗：“闰月鞋，闰月穿，闰月老人活一千”

商家巧打孝心牌 街头热卖“闰月鞋”

10 月 8 日，在市区新华路西侧
湛河堤，十多位喜爱养鸟的市民相
聚在一起交流养鸟经验，鸟鸣啾啾，
在习习秋风的吹拂下好不惬意，也
吸引了不少游人驻足观看。

几位喜爱养鸟的市民告诉记
者，他们把这里作为鸟友聚会处，每
周交流两三次“养鸟经”。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秋高鸟声畅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乘客下车开门，发现门
旁散落着不少钞票，乘客与出租车司
机将现金及钱包交给随后赶到的民
警。昨天，市运管局工作人员王女士
致电本报，希望晚报帮忙寻找失主。

据王女士介绍，10月8日下午3
点半左右，她接到顺发出租车公司出
租车司机沈延生的电话，称有乘客把
钱包落在出租车上，钱包里有5000
多元现金和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
是赵向阳，钱包已交给光明路派出所
民警了，希望运管局能帮忙找一下失
主，她便拨通了晚报热线。

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电话，记者联
系到了沈延生。沈师傅说，10月8日
下午3时许，他在市区东风路东段沁
园小区附近拉了一位40多岁的男乘
客，男子上车后坐在副驾驶座，说要
去北环路，但是车行至诚朴路与建设
路交叉口时男子接了一个电话，说事
情已经办好不用去了，要求返回。回
到沁园小区下车时，男子一边打电话
一边从钱包里掏钱付车费，他不经意
间看见男子的钱包里有一沓现金。
男子下车后，他在东风路东段优诗美
地花园小区拉了一位女士到开源路
南段市第四人民医院，女士下车后又
有一对夫妇上车，丈夫坐在副驾驶

座，妻子坐在后面，他们要去凌云路
北段飞行生态园小区。

“打开口的钱包就在副驾驶座和
车门之间，可能在行驶过程中钱从钱
包里掉了出来。车行至飞行生态园
小区，乘客看到车座和车门之间散落
了很多钱，便报了警。我们随后把钱
包和现金交给了光明路派出所的民
警。”沈师傅说，钱包可能是在沁园小
区上车的乘客丢的，身份证上的名字
是赵向阳。

随后，记者联系到光明路派出所
出警民警，得知钱包里有5000多元
现金和赵向阳的身份证，目前民警正
在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寻找失主。

5000多元钱落在出租车上

赵向阳，你的钱包丢了没？

□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 市民陈女士在家门口下
车时掉了装着1000多元钱的钱包，附
近一保安捡到后主动还给她。昨天
上午，陈女士的家人再次向拾金不昧
的保安蔡金岭表示感谢。

陈女士说，她家住市区迎宾路
与启蒙路交叉口附近某单位家属
院。10月 2日上午 11点多钟，她和
家人开车从郑州回来。到家门口下
车时，她只顾照顾孙子，不知何时夹
在肋下的钱包掉在地上。到家一个
小时后，她才发现钱包不见了，“当
时急坏了，包里有1000多元现金和
身份证”。

当天晚上7点多，陈女士和家
人出来闲逛时，顺便向家属院旁边
兰贵大酒店的一名值班保安打听。

“我正找你呢，钱包在我这儿。”这
位保安核实后将钱包还给了她。后
来，陈女士打听出这名保安叫蔡金
岭。

蔡金岭今年50多岁，是平煤神
马集团二矿退休职工。昨天上午，
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天上午，他
值班时发现地上有一个女式钱包，
但周围没人，他等了一个下午也没
人来认领，本想等晚上下班后把钱
包交给饭店老板，没想到失主刚好
问到他。“这都是小事，不是自己的
钱咱不能要。”

居民下车掉钱包
酒店保安捡到归还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有个美女拾金不昧，我
想登报向她表示感谢！”10月 8日上
午刚上班，市民孙先生就致电本报，
想通过本报向捡到他包的好心女子
表示感谢。

孙先生讲，9月30日下午6点多，
他与同伴在平顶山教育学院打完篮
球后给大家买水喝，回来后误将自己
自行车后座上的背包放在旁边一辆
电动车上。回家后，他才发觉背包不
见了。

“里面装了我和老婆的手机、手
表、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还有
1000多元现金！”孙先生说，“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老婆拨打了自己的手
机，结果，电话响了两声就通了，一位
讲普通话的女子说，背包在她那里，
她现在开源路中段一家自助烧烤餐
厅吃饭，请我们到那里取包。还给我
们留下了她的手机号便于联系。”孙
先生说，挂断电话后，他马上乘车来
到约定地点，取回了背包。

“包里的现金分文未动，物品一
样不少！我想替她们的晚餐结账，那

个美女笑着拒绝了，只是一再嘱咐我，
以后别那么粗心了。”孙先生感激地
说，他记下了美女的名字——杨洋。

10月8日下午，记者联系上了杨
洋。她是平煤神马集团天力公司吴
寨矿职工，因为单位要举办篮球赛，
9月 30日下午，她和同事在平顶山
教育学院篮球场上练球。傍晚“收
兵”返回时，她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电
动车后座上放着一个背包。由于包
里的两部手机都设了开机密码，无
法联系失主，她将包带到吃饭的地
方，不久便接到了失主的电话。

篮球场丢了背包 遇美女失物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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