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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宝宝成长，留下精彩瞬间，传递快乐生活！

1.宝宝家长为宝宝报名；

2.宝宝家长与自然一派儿童摄影机构预约拍照时间，凭《2016年

鹰城第六届年历宝宝大赛拍摄券》依约带宝宝免费拍照并选定登

报及制作专版年历所用照片（7张）；

3.在《平顶山晚报》、平顶山微报刊登宝宝照片及家长祝福；

4.通过《平顶山晚报》、平顶山微报等发布年历宝宝大赛时间、地

点、比赛项目规则及人气萌宝展示、投票、成绩及颁奖时间消息。

宝宝家长带户口簿或复印件、家长祝福语到报名点报名
并领取礼品；报名地点及报名电话：

（1）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广告营业厅（鹰城广场对面）
电话：13523265878 0375-7035579

（2）东方宝贝幼儿园（光明路南段桃花源小区）
电话：0375-2222512

（3）两岸早教平顶山中心(劳动路与园丁路交会处)
电话：0375—3900888/3922888

（4）童萌绘画少儿美术（万家东100米路北中兴小区院内）
电话：0375-7299676/7088980

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
微信好友（注明年历宝宝），
上传宝宝户口簿图片，发送
家长祝福语、联系方法、通
信地址，支付报名费，宝宝
礼品和报名凭证以快递方
式送达。

年历宝宝千元超值大礼包
现 场 报 名

微 信 报 名

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主办

名额有限 报名从速

□本报记者 牛超/文 张鹏/图

无论是万家灯火的城市，还是古朴
淳厚的农家……到处都有酒的行迹，酒
的记忆。有着悠久历史的鹰城，除了生
产“宝丰酒”外，是否还生产过其他的
酒？近日，市民王辉向记者展示了其收
藏的两瓶平顶山生产的老酒，让记者得
知除了“宝丰酒”，鹰城还生产过一种叫

“应国宴”的酒，你知道吗？

“应国宴”

这瓶“应国宴”是用黑色瓷瓶装着，
瓶盖处被王辉用白色胶带紧紧缠着，以
防气体挥发。瓶身上贴着两张有些破
损的红色“商标”。一张写着“应国宴
酒，厂址：平顶山市光明中路，平顶山市
果酒厂酿制”等字样。另一张商标上则
印着应国宴酒的简介，大概内容是“平
顶山市位于古应国，因之简称应城，应
国历史悠久……自古应人喜酒好客、酒
业至今不衰……”后面还印有酒的配
料，酒精度数、执行标准等。记者拿起
酒瓶轻轻摇了摇，瓶内的酒比较满。

王辉今年40岁，2005年前后开始
接触老酒。据其介绍，这瓶“应国宴”是
一位老先生给他的。王辉说，当时这位
老先生有70多岁。一天，老先生路过
他的烟酒店，得知他喜爱老酒，便表示
家里有几瓶老酒，“现在不喝了，放着也
没用”，想转让给他。王辉跟着老先生
去家里拿酒时，无意中见到了这瓶“应
国宴”。

“说起来，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平顶
山人，而且还爱喝几口，可还真没听说
过这酒。”王辉说，拿到这瓶酒后，他专
门根据上面印的厂址去打听，得知以前
在市区光明路双丰商城附近确实有家
酒厂，但多年前已经倒闭。

“没喝过这种酒，不知它的口味如
何？但不管酒味如何，它都是咱平顶山
自己生产的酒，而且上面还印有平顶山
的历史，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一直收
藏着。”王辉说。

“宝丰太上皇酒”

宝丰酒，作为鹰城本地生产的名
酒，不少人都非常熟悉。但“宝丰太上
皇酒”你是否听说过？王辉还收藏这样
一瓶酒。

这瓶酒是玻璃瓶，没有外包装。透
过玻璃，能看到里面的酒泛着微微的淡
黄色，而非透明状。瓶身上同样有两张
破损的商标，一红一白。红色的商标上
有三个金色大字“宝丰酒”，旁边还有几
个小字“太上皇”，商标的下半部分是一
幅图。白色的商标则是“宝丰太上皇酒
简介”，大概内容是“宝丰酒始于商周，
盛于隋唐，到北宋时期已是‘千村立灶，
万家飘香’了。宝丰酒 1956年被评为
河南省名酒，1979年、1984年，宝丰酒
蝉联两届国家优质产品奖。1988年，
被评为国家名酒，荣获了国家金奖。宝
丰太上皇酒是以宝丰酒为砂炎，经科学
降度巧妙勾调……低度清香型白酒
……”后面因商标破损，看不太清楚。
下面是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城
人民路中段”，还留有电话等。

记者查阅资料，得知“宝丰太上皇
酒”是29度的低度酒，在轻工部和省里
还获过奖。

王辉告诉记者，这瓶酒是他淘来
的。几年前，安徽亳州一个酒厂倒闭，
他们前去收购老酒，在酒厂的仓库里，
他发现了这瓶“宝丰太上皇”。于是，收
藏了下来。后有人想收购这瓶酒，王辉
不愿“出手”。

“我收藏这两瓶不是想着它们能赚
多少钱，升多少值，我只是觉得它们代表
了鹰城的文化，是一种情感，一种记忆，一
种回味，更是一个时代的音符，一段耐人寻
味的历史，所以我不会卖的。”王辉说。

两瓶老酒，两段鹰城的酒历史

□本报记者 李霞/文 李英平/图

开照相馆多年，照相馆内那台专门
照合影的老式转机虽早已“光荣退休”
闲置多年，但市民著随智一直保存着，
并视它为“传家宝”。

今年56岁的著随智家住市区开源
路八中附近。他在市区的照相馆已有
些年头了。这台老式转机就是当年店
内专门为顾客拍摄大合影照时用的。
近日，在著随智家楼下的健身小广场，
记者见到了他的“传家宝”。

据了解，转机是一种特殊的照相设
备，相机暗箱内有一个长条形的狭缝，
摄影通过狭缝在胶片上曝光。转机与
普通相机最大的不同是拍摄时，相机固
定在三脚架上，摄影师可通过旋转相机
动态拍摄并一次成像。转机是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很流行的一种照相器材。

著随智说，这台转机是上世纪80
年代他花了5000元买的。据说这台转
机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产的。随后，这
台转机伴随着他，拍摄过不计其数的大
大小小的大型会议、集体照、朋友聚会
照、学生毕业照等照片。最多的一次，
他还用它拍摄过一千多人的大合影。

近些年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数码
相机的使用，这台转机早已闲置不用
了。但著随智说，每当看到这部转机，
都会让他想起当年他拍摄大合影时的
点点滴滴。

过去照相馆的
老式转机
你见过吗？

线索征集

所谓老物件，就是老百姓
生活里曾经密切相关的、又逐
渐在历史中渐行渐远的“老东
西”、老家什。一床被单、一台
老式缝纫机、一台几十年前的
半导体收音机、一本几十年来的
家庭记账簿，或是计划经济时
代购物所用的粮票、布票……
如果您家中有承载美好记忆的
老物件，可拨打电话 4940000
或 4961924 联系本报记者，也
可以将您自己拍到的老物件照
片发至 710915017@qq.com，并
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将派记者
与您联系采访。

“应国宴”▶

◀“宝丰太上皇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