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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鲁山县尧山镇雪花飞扬。记者在尧山镇天龙池风景区玻璃天桥附近看到，皑皑白雪中，一株野生杜鹃花开正艳。
开花的杜鹃约两米高，虽然枝头上没有一片绿叶，但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天龙池景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杜鹃花原

本在农历三四月间开放，这株杜鹃不但开在了冬天，还迎来了雪天。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摄

杜鹃花儿雪中开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俗话说：早清明，
晚十月一。农历十月初一，又
称寒衣节。这一天，按习俗人
们要焚烧五色纸，为故去的亲
人送去御寒的衣物，寄托对故
人的思念。昨日，记者在我市
部分陵园入口处看到，除了传
统的金元宝、纸钱、冥币等祭
祀用品外，如今的祭品可以说
是花样繁多，从冰箱、彩电、洗
衣机到手机、电脑、银行卡、金

条……应有尽有。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市区

山顶公园附近的聚仙陵园，一
路上，不时见到有人掂着纸、鞭
炮等祭祀用品前往陵园祭奠亲
人。在陵园大门外的一家祭祀
品销售点，记者注意到，除了常
见的金元宝、纸钱、冥币、塑料
花篮外，还有银行卡、金条、手
机、电脑等祭祀用品，价格从几
元到几十元不等。

“只要现在生活中有的，祭祀
用品中都有。”销售点的老板说。

面对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祭
祀用品，一位市民拿拿这个，挑
挑那个，显得犹豫不决。“皮大
衣、手机、音响都是老一套了，要
不你来点新潮的？投资金条、电
脑组合，咋样？”老板介绍说。

在老板的推荐下，这位市
民最终买了银行卡、手机、元宝
等组合而成的“财富套装”。

“父亲生前特别节俭，买这
些东西一是告知他时代在变
化；二来也算是孝敬一下父亲，
对我们也是一种心理安慰。”这

位市民说。
“按传统习俗，农历十月初

一，后人到祖先坟上烧点冥
钱，点根蜡烛，足以表达对亲
人的哀思。可如今，五花八门
的祭祀用品过于商业化，或者
竞奢炫富，已经‘背离’了祭祀
的初衷。人们要尽孝，最好在
逝者生前表示。”市民胡先生
认为，祭祀先人选择适合自己
的方式就行，内心深处对故去
亲人的追忆和思念才是最重要
的。

银行卡、金条、手机……

寒衣节，祭祀用品也赶时髦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气
象台获悉，今起三天我市以多
云或晴天为主，受冷空气影响，
明后天将刮起西北风，总体来
看气温较低。

一场冬雨让鹰城彻底冷
却了下来，今年的暖和日子真
的到头了。据市气象台工作
人员介绍，今起三天我市以多
云或晴天为主，今天风力不
大，气温较前两天稍有回升，
白天最高温度 15℃，但夜间最

低温度只有3℃。受南下冷空
气影响，明后天将刮起西北
风，气温有所下降。明后天白
天最高温度均维持在 13℃上
下。最近冷空气频繁，大家注
意关注天气状况，及时增添衣
物。

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
多云，偏南风转偏西风 3 级左
右，气温3℃—15℃。22日，多
云转晴天，西北风4级左右，气
温：6℃—13℃。23日，晴天间
多云，西北风 3 级左右，气温：
3℃到13℃。

天晴依然冷飕飕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郏县童谣作家王
艳萍在潜心创作童谣作品的同
时，搜集拯救传统民谣，现已集
结成册。昨日上午，记者对王
艳萍进行了采访。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王艳萍
家时，她正在对《郏县传统歌谣
集》做最后的校对。今年63岁
的王艳萍是郏县人事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退休干部、河南省作家
协会会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

会员。其作品在中宣部、中央文
明办等单位主办的优秀童谣大
赛中连续4年获奖，在河南省委
宣传部开展的征集童谣活动中
连续4年获一等奖。

王艳萍告诉记者，2007年
的一天，她串门时无意间听到
亲戚哄孩子：“月奶奶，亮光光，
开开后门洗衣裳。洗哩净，浆
哩光，打发哥哥上学堂。读私
塾，念文章，红旗插到俺门上，
你看荣光不荣光？你看排场不
排场？”王艳萍把这段民谣记录

了下来。从此，她外出时只要
听见有人唱民谣，就悄悄地录
音记录。2015年，王艳萍得知
民谣属于传统文化遗产，具有
很高的保护价值，就更加注重
搜集民谣。

王艳萍走遍了郏县各乡
镇，走访民谣传唱者 800 多人
次。其中既有90多岁的老人，
也有五六岁的孩童。她先后三
次到茨芭镇许洼村走访民谣传
唱老人杨秀枝，杨秀枝被王艳萍
的精神所感动，帮助她整理出了

50首脍炙人口的民谣作品。“月
奶奶，黄巴巴，爹织布，娘纺花。
哥哥读书我绣花，全家老少齐努
力，家庭富裕靠大家。”

记者注意到，王艳萍搜集
整理的郏县传统歌谣集共计
540多首，分为传统民谣、传统歌
谣、成语童谣和郏县民歌4个部
分。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这
本歌谣集出版发行，由于自己的
经济能力有限，王艳萍希望得到
社会爱心人士或企业家的赞
助，为拯救传统民谣做出贡献。

童谣作家王艳萍搜集郏县传统民谣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叶县田庄乡湾赵村 84
岁的五保户苏国干常年坚持习练书
法，时常义务为村民书写春联、条幅等

（本报 10 月 20 日 A05 版曾作报道）。
昨日下午，记者从叶县文联获悉，近
日，叶县文联向苏国干赠送了书法用
品，支持他继续进行书法创作。

据叶县文联主席乔福召介绍，看
到有关苏国干的报道后，他们都为苏
国干锲而不舍钻研、习练书法的精神
所感动。11月17日上午，叶县文联委
托他人赠送给苏国干400张宣纸、5
支毛笔及3桶墨汁，鼓励他写出更多
更好的书法作品。

叶县文联向苏国干
赠送书法用品

□记者 张鸿雨

本报讯 昨日，一位古稀老人迷
路从登封市走到了石龙区，幸遇该区
公安局龙河派出所民警热心相助，老
人终与家人团聚。

昨日上午10时 50分，记者在龙
河派出所户籍室，见到一位身着黑色
棉袄、蓬头垢面的老人正在大口地吃
馄饨和火烧。民警卢光辉告诉记者，
昨天上午10点半，有人报警称，在石
龙区宝石快速通道与和谐路交叉口，
有一位冻得瑟瑟发抖的老人在路口
徘徊。民警赶到现场把老人接了回
来，为其准备了热开水，随后又买来
馄饨和火烧，老人吃得津津有味，看
起来饿极了。

面对众人的询问，老人只说出了
“大金店”“夏庄”几个字。卢光辉立
即联系石龙区夏庄村工作人员，但发
现老人不是夏庄的。卢光辉又通过
公安系统查询发现，汝州市杨楼镇夏
庄村的王书理与老人面貌近似度较
高，便立即通过电话联系到了汝州市
警方，但对方没有相关警情。该所又
联系到杨楼镇夏庄村负责人，沟通后
得知，迷路的老人正是王书理，此前
他一直跟着女儿王玉霞在登封市大
金店镇居住。

昨日下午2点半，记者见到了赶
来接父亲的王玉霞。王玉霞说，父亲
患有老年痴呆症，11月18日下午出门
散步后一直没回家，家人这几天只是
在登封周边寻找，没想到父亲会走到
石龙区。“父亲应该两天没吃饭了，不
知道他是咋熬过来的，非常感谢公安
民警的帮助。”见到走失近48小时的
父亲，王玉霞哭着说。

古稀老人迷路

石龙区民警助其返家

昨日，在市区鹰城广场人工湖附
近，市民曲先生（左）和同伴一起合奏
歌曲《敖包相会》。

当日，我市最高气温升至 13 摄
氏度，雨后重现阳光，一些市民来
到户外休闲活动。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阳光照 曲声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