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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科学/文 禹舸/图

本报讯 干果是春节期
间家家户户餐桌上必不可少
的小食。临近年关，以瓜
子、花生、碧根果等为代表
的各色干果迎来销售旺季，
成为市民囤货首选。

为迎接节前旺季，各大
超市、炒货类商铺都在积极
备货。昨天上午不到10点，
市区优越路中段一家糖果店
门庭若市，成堆的袋装花生、
瓜子、糖果齐齐垛起；门口一
辆满载着各色干果、糖果的
小货车正在卸货；店内货架
上铺满各色干果、糖果，有顾
客正在挑选。在市区矿工
路、光明路、体育路等多家超
市内，干果类食品都被摆放
在显眼位置。

目前，市场上的瓜子、花
生每斤（一斤=500 克）售价
多在一二十元，巴旦木、腰
果、碧根果、松子、夏威夷果、
扁桃仁等价格则由三四十元
至七八十元不等。“传统的瓜
子、花生，进口的开心果、杏
仁、巴旦木都卖得不错。”一
家主营干果及糖果的店铺工

作人员丁女士说，最近是干
果销售旺季，销量比起平时
成倍增长。她说，近期干果
价格变化不大，“现在价格都
是透明的，消费者也都清楚，
涨了就不买了，主要靠走
量。”

除了散装干果，干果礼
盒销量也在增加。市区体育
路中段永辉超市内，一种内
含碧根果、开心果、松子等的
坚果礼盒售价为 198 元；市
区一些果品店里也售卖坚果
礼盒，价格 100 多元至数百
元不等。多位销售人员表
示，顾客自己食用大多选择
实惠的散称坚果，礼盒则用
来走亲访友，相比之下，散装
干果销量更好。

其实，除了商家备好的
干果礼盒，市区部分超市及
多家经营干果的店铺还提供
个性化礼盒服务。永辉超市
一名售货员向顾客展示了一
款内含8小罐干果的礼盒，并
表示，这是顾客自行选择散称
坚果组合而成的，按每种坚果
的售价分别称重计费，“自己
组装干果礼盒方式灵活，丰俭
由人，更受市民青睐。”

品种多样 口味丰富

临近春节年货干果销量大增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1 月 14日，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多名结对
帮扶责任人和志愿者带着
120 多份大米、面粉、食用
油、春联等礼物赶到鲁山县
瓦屋镇红石崖村，给这里的
村民和贫困户送上春节贺
礼。

红石崖村位于瓦屋镇西
北10公里处，地势险恶，交通
闭塞。因为路途遥远、山高坡
陡，一行人当天上午8点多出
发，中午12点40分左右才到
达目的地。

“这下过年不用买米、买
油、买春联了，真是谢谢你
们！”1月14日下午1点，在红
石崖村南岭组，建档立卡贫

困户李亲拉着给她家送去礼
物的志愿者的手，连声感谢。

73 岁的李亲，儿子、老
伴几年前先后去世，现在家
里只有她和16岁的孙女、13
岁的孙子三口人，三人都享
受国家低保政策。“他俩在镇
上上学，去年9月份，公交车
也通到村子里，他俩再也不
用走着来回了。他俩上学，
吃住学费都免，这米、面、油
送到家，够我们仨吃一段时
间了。”

“我们村全村268户979
人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110
户 477人，截至去年底只剩
下3户15人没有脱贫。”红石
崖村党支部书记李建林说，
过年前能收到礼物，大家都
很高兴。

鲁山县瓦屋镇红石崖村

120多户村民和贫困户
开心收到过年礼物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湛河区数字化城市监
督指挥中心昨天发布消息，2019 年
该中心共接到市民热线举报 439
件，其中涉及游商游贩、占道经营、
垃圾积存类216件、噪声污染62件、
油烟污染 67 件、污水满溢 31 件、井
盖缺失 24件，其他投诉 39件，处置

率达90%以上。
该中心主任刘金鹏说，该中心

持续做好全天候热线值班制，第一
时间指派责任单位处置，及时向举
报人反馈处置结果。因物业费纠
纷小区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井盖
破损、通信线缆悬挂过低等情况，
该中心常常会遇到由于责任主体
不明确导致问题“无人认领”，或者

职能交叉、涉及多部门互相推诿的
现象，因此延误处置案件时间，或者
未能及时解决问题，也请市民给予
谅解。

春节前夕，该中心将利用视频监
控抓拍、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举报、无
人机航拍等举措，重点治理占道经
营、店外经营、乱停乱放等问题，
2962319投诉热线随时畅通。

湛河区数字化城管：

一年接到400余起市民举报
近半为占道经营、垃圾积存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图书馆了
解到，为了创建书香鹰城，倡导读书风
尚，培养市民特别是孩子们“好读书 读
好书”的习惯，市图书馆2020年继续
举办“阅读之星”评选活动。

2020年“阅读之星”评选活动由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图书
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市图书馆学
会承办。全市 3-16岁少年儿童，以

及办理借书证（免费）的成年读者均
可参评。

报名时间从 2020 年 1 月 15 日
起，12月20日止。报名地点：市少年
儿童图书馆（新城区市文化艺术中心
二楼），市图书馆新城区分馆成人部
（新城区市文化艺术中心一楼），市图
书馆少儿部（湛南路市图书馆三楼），
市图书馆成人外借部（湛南路市图书
馆二楼）。

评选办法：3-6岁组的参与者以

图书馆统计的图书借阅量为依据；
7-16岁组的少年儿童和成人参与者，
以阅读笔记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借阅
量共同作为依据。

报名的读者都能获得图书馆赠
送的阅读大礼包。最终评选出的少
儿与成人最佳“阅读之星”和优秀“阅
读之星”，分别给予奖励。所有获得

“阅读之星”奖项的小读者均可优先
体验市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工作。联
系电话：2582669。

市图书馆开评2020年“阅读之星”

□记者 娄刚/文 李英平/图

本报讯 1月 14日下午，全省十大
乡村春晚之一鲁山县瓦屋镇楼子河
村“乡村春晚”在刺骨的寒风和乡亲
们火热的激情中上演，这也是楼子河
村的第二届乡村春晚，整台晚会由楼
子河村的村民和省、市、县三级文化
志愿者联合打造，省、市多家媒体全
程直播或报道。

这台晚会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主题是“老家河南 春满乡村”。
跟去年一样，乡村春晚的舞台布置在
村小学旁边的空地上，记者一下车，
顿感一股寒意，看了下手机，2℃。

此地山岗环抱，小河在侧，村民
在周围的树梢上挂上了红灯笼，充
满了浓郁的乡村风情。主持人李振
华和陈晓燕上台一张嘴：“欢迎恁！”
竟是地道的河南话，更是令乡村春
晚名副其实。

开场舞就是村民自演的《鼓舞逢
春》，虽说他们大都是不专业的农民
广场舞爱好者，但重在精气神儿，再
加上几个训练有素的领舞者，大家的

热烈奔放被激发，一下就把晚会的气
氛调动起来了，乡亲们把舞台围得严
严实实。记者采访了57岁的楼子河
村村民杨雪，当时她正坐在一辆农用
三轮上看表演，一问，巧了，她竟是村
里的广场舞队员，而且还上了去年的
首届乡村春晚，今年因为身体不舒服
没有登台。说到这儿，她语气里不无
遗憾。

国家一级演员、河南坠子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梅生，省曲剧
团青年表演艺术家、国家一 级演员、
河南曲剧第一位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得者杨帅学表演的《徐策跑城》《花
灯照亮小康梦》，令观众赞不绝口。
附近李老庄村的村民朱磊穿着鸭绒
袄敞着怀，贴身只穿了一件T恤，看
得入了迷，也不嫌冷。他说，去年办
乡村春晚时他在市区打工没赶上，今
年说啥也不能耽误了。

情景剧《贴心人》、歌曲《孝行天
下处处春》、表演唱《咱到楼子河去看
一看》、民俗表演《过大年》等是由村
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讲述了楼子河
村的故事，包括他们找到的几个“村

宝”：一心一意带领乡亲文化兴村、文
化富村的党支部书记周营贤；十里八
乡出了名的孝老爱亲模范李振宇；
103 岁的寿星李文盘大娘；坠子书老
艺人、文化传承人王石磙。他们的故
事亲切感人，充满正能量。

一个“浓妆艳抹”的老太太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于是上前搭话，老太
太张嘴一说话吓人一跳——听声音
分明是男人，细看，真是个男人！问
他多大岁数了，他说“你猜猜”，记者
说：“有四十来岁？”他哈哈大笑，伸手
一比画：“62岁了！”原来，“老太太”
是附近土门办事处武家庄人，叫岳广
江，爱玩竹马旱船，在当地小有名气，
这次被楼子河村特邀参加春晚表演。

据市群艺馆馆长吴佳介绍，楼
子河村在2016年成为省文化馆、省
合唱协会首批挂牌的“ 乡村音乐厅”
示范村，村民们在“乡村音乐厅”志愿
者的帮助下，组建了自己的舞蹈团、
戏曲团、器乐团，文化广场、文化大舞
台、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也陆续建成，
给乡村春晚的举办打下了深厚的基
础。

楼子河乡村春晚
寒风中火热开演

体育路中段一超市，干果种类丰富

演员们衣着单薄专注表演

有惊喜

备年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