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故事

星报讯（记者 董艳芬） 春节7天长

假结束了，安庆小伙小夏也深深地松了

一口气，因为他已经踏上上班的旅途，再

也不用参加父母安排的相亲会了。

今年28岁的小夏出生在安庆怀

宁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

农民，5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夏在浙江

温州的一家机械制作公司找到了一份

工作，负责图纸设计。“说出来也亏，到

现在一次恋爱都没谈过。”小夏说，本

来自己觉得没什么压力，但父母着急

了，非让他回老家相亲不可。

于是，从年三十到家那天到正月

初六，7天时间里小夏前后相了7次

亲，最后的结果都只有俩字：没戏！

说到这7次相亲经历，小夏感触

很深，他说，现在老家农村女孩子太吃

香了，媒婆安排相亲，如果女孩上午没

相中男孩，下午同一个媒婆又带另外

一个小伙子上门了。

小夏说，虽然没相到中意的女朋

友，但是他已经有了 2015 年的奋斗

目标了，去跑跑楼盘，先在城市里买

一套住房。

80后小伙春节回家相了7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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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陈文彪

除夕夜，市民在合肥明教寺门前广场燃

放烟花爆竹及烧香祈福，结果放完的烟花在

现场燃起大火。 记者黄洋洋/图

星报讯（王征 记者 曾梅 任杰 文/

图）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佳节，外国

人在中国是怎样过年的呢？春节期间，

市场星报记者来到亳州市谯城区牛集

镇，看洋媳妇安娜是如何过中国年的。

酷爱武术，嫁给亳州小伙

安娜来自德国，不仅年轻漂亮，还

说着一口标准的亳州话。

安娜说，虽然自己是德国人，但

却从小就爱上了中国文化，尤其酷爱

武术。

上大学时，认识了武术非常棒的亳

州小伙子詹金龙，2012年，安娜和他结

婚了，成了一名地道的亳州媳妇。

“按照中国的风俗，过年的时候我

需要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回到他的家乡

和亲人一起过年。”在安娜看来，对于中

国年她并不陌生，因为这是她第三次和

丈夫一起回家过春节。

剪窗花、包饺子，样样拿手

“前两年过年都是婆婆和姐姐在忙

活，今年婆婆让我也来一起帮忙。”提起

中国年的习俗，安娜如数家珍，“我知道

中国过年要贴春联、写福字、剪窗花、挂

灯笼，意思是辞旧迎新，希望新的一年

万事如意，福气多多，红红火火。”

年三十这天一大早，安娜就早早起

床，和婆婆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准备做

饺子的食材。安娜很聪明，婆婆只简单

介绍一会儿，她就能自己擀饺皮、包饺

子了。饺子越包越熟练，到最后还包出

许多带花边的饺子，家人们不住地夸

赞，安娜也很是开心。

写博客推广中国文化

不一会儿，香喷喷的饺子就出锅

了。“哇，好香啊！”看着锅里漂上来的饺

子，安娜兴奋极了。这不，婆婆刚把饺

子盛进盘子，安娜就赶紧拍照。

“我要把这些都发到我的博客上！”

原来，安娜自己注册了博客，发表了许

多关于中国民俗和美食的文章，以及对

中国文化的感触，让更多的外国人更加

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博客很受欢迎，

有三四万的点击量呢！”安娜说，除此之

外，她的博客上还写了许多在中国听到

看到的新鲜事。

不久前，安娜还创作了一本关于中

国年来历的漫画书，用西方人，特别是

小孩子喜欢的方式把年兽的传说介绍

给他们，让他们也喜欢这个古老故事。

希望家人一起来中国过年

采访结束时，安娜也向记者许下了

自己的新年愿望。“我希望明年能有机

会让妈妈从德国过来，让外公外婆从俄

罗斯过来，和我的中国家人一起过年，

这是我最盼望也是最幸福的事情。”

亳州：洋媳妇的中国年
剪窗花、包饺子样样在行；写博客、自创漫画介绍中国文化

中科大、合工大
为留校同学办除夕餐会

星报讯（周慧 星级记者 俞宝强） 过

年，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意义重大。

但每年，很多高校学子，由于离家遥远、考

试复习、勤工俭学等各种原因，不得不“留

校”。其中，中科大、合工大留校生最多。

不用担心，他们的春节也很热闹……

2月18日中午，中科大在东区师生活

动中心三楼教工餐厅联合举办除夕餐会，

为寒假留校学生送上了新年的祝福，200

余名留校学生参加了除夕餐会。

当天中午11时许，合肥工业大学馨

园餐厅的饭桌上也是摆满了丰盛的饭菜，

凉菜、烧菜、火锅、汤、水果，还有过年必不

可少的饺子。学校领导、老师和春节留校

同学共同吃年饭，共贺新年。

星报讯（记者 鲁龙飞） 2月 21

日年初三，市场星报记者在无为蜀

山镇发现，由于探亲访友车辆众

多，原本 3.5 米宽的“村村通”道路

显得十分拥挤，车挤挤挨挨停在了

村村通路边，不少甚至轧上了马路

牙子，而村委大院则干脆变成了临

时停车场。

自驾返乡的车主汪先生称，前

两年开车回家，道路还很顺畅，“现

在过春节，咱村里也开始堵车了，照

现在这样的汽车增幅，再过几年，我

们这样的小村子，估计也要出现停

车难了。”

市场星报记者采访发现，前几年

实施的“村村通”工程，道路设计主要

针对的是“机三轮”这样的交通工具，

路幅宽度跟不上现如今“有车族”返

乡后通行条件，不少“有车族”呼吁，

以后“村村通”道路维修和改造时，应

适当拓宽，方便会车。

“有车族”自驾返乡 村村通成“肠梗阻”

星报讯（苏洁 记者 李皖婷） 说

起这个年，65岁的张阿姨过得可一点

都不轻松。因为被“新年不看病，看了

病一年”的“老观念”所累，突发心脑血

管病差点送了命。市场星报记者昨天

从医院了解到，还真有不少人认为过年

看病不吉利，即便是身体不舒适也要撑

着不去医院。

65岁的张阿姨住在合肥，平日里身

体硬朗，除了偶尔头晕，身体很少有不

适。

可从大年三十早上开始，张阿姨就

觉得有些头疼，两个胳膊肘也疼，但小

时候就听老人说“过年不能看医生，否

则一年都疾病缠身”，她便决定“扛”。

大年初六早上，张阿姨起床后正准

备去做早饭，突然眼前一黑昏倒在地。

一家人慌了神，赶忙把张阿姨送到医

院。急诊发现，张阿姨的血压高达

210/110，属于高血压危象，非常危险。

“不少市民认为，过年看病不吉

利，因此即便是身体不舒适也要硬撑

着。”合肥市一院急诊科主任杨静介绍

说。

正月里如果不舒服，你会“死扛”

吗？市场星报记者在街头随机调查了

20人，发现年轻人很少知道“正月里不

看病”的习俗，但是老人们却很讲究。

市场星报记者昨天从合肥市一院

获悉，每年春节期间，临床上确实会遇

到这些“老观念”，主要集中在老年人

身上，认为“过年不看病，看了病一

年”。

“其实，有病不能拖，一定要尽快

医治，以免延误病情，甚至危及生命。”

合肥市一院急诊科主任杨静说。

新年看病不吉利?老人险因“老观念”丧命
春节警示

女子醉酒上错车
司机开进派出所

星报讯（记者 祁琳） 过年期间，合

肥市民孙先生开车在金寨路附近一饭店

门口等待，突然车后门被人打开，上来一

位年轻女子让孙先生赶紧“开车”，孙先生

觉得很奇怪，他并不认识这个女子，心想

可能是女子把他当成了黑头车，跟女子解

释半天，可是女子却不以为然，任凭孙先

生怎么说都不肯下车，孙先生无奈只得将

车开到附近的稻香村派出所。

与此同时，稻香村派出所也接到了群

众报警，说他们在一饭店吃完饭出门，他

们一位女性朋友喝多了，什么也没拿出门

上了一辆黑车，黑车开走了。

民警了解情况后，一边联系女子朋

友速来派出所，一边劝说女子赶紧下

车。最终民警与女子朋友一起将女子弄

下车，酒醉的女子也清醒了一些，向孙先

生表示道歉。

车子停在路中央
驾驶员呼呼大睡

星报讯（记者 张崴） 大年二十九，

砀山县红山路农贸市场处，排起了长长的

车队，车笛声连绵起伏却不见任何车辆走

动。原来，在车队最前面，一辆黑色轿车

挡住了去路，车门窗全部封闭。

车子还发动着，为什么不走呢？市场

星报记者走上前一看，驾驶员居然坐在驾

驶室内呼呼大睡。任凭附近人们如何呼

喊，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见到此景，市

场星报记者立即拨打了110。很快，辖区

民警赶到现场，将驾驶员叫醒。

事后，记者从警方获悉，当时，他们到

达现场时，那名驾驶员已醒来，经民警询

问没事后，自行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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