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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永平今年52岁，是涧西区
某工厂的工人，20 世纪 80 年代
初，他参加工作后，便迷上了收
集烟标。30多年来，他已经收集
了 1000 多种烟标，他的家就像
一个烟标博物馆。

收集烟标30多年，涧西区季永平几乎把家变成了烟标博物馆

为得到一张烟标 他曾急得睡不着

季永平说，20多年前，各地香烟的种类
都比较少，能收集的烟标，他差不多都收集
了。这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香烟的
种类多了起来，他的收藏之路变得更长了。

“我收集的烟标上不仅有祖国各地的地
理风光、风土人情，还有反映祖国发展历程
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季永平说，能反映历
史，这是他至今迷恋收集烟标的重要原因。

季永平的烟标册子里，烟标的种类五花
八门，不仅有常见的烟标，还有“远方”牌、

“燕舞”牌、“合作”牌等比较少见的烟标。
“这个‘宝成’牌香烟是20世纪50年代

末，宝成铁路通车时生产的，烟标以红色为
背景，一列绿底白顶的火车穿过山峦、跨过

河流疾驰而来；‘卫星’牌香烟是人造卫星发
射成功时生产的，烟标以蓝色为背景，印有
中国地图的卫星图片。”季永平介绍，虽说这
些烟标用纸一般、图案简单，但是都反映了
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还有“大生产”、“宇
宙”等牌子的香烟，都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刚收集烟标时，季永平20岁出头，如今
他已经52岁了，而他收集的烟标，价格也从
几毛钱涨到了现在的十几元、几十元甚至上
百元。季永平说，这其实也说明祖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

季永平说，他会将收集烟标这项“事业”
进行到底。

小小烟标见证社会发展3

说起自己的收集烟标之路，季永平说，
开始觉得挺辛苦，现在想起来，感觉那些辛
苦特别值得。

“我自己也抽烟，但种类比较单一，同种
类的烟标收集再多也没有意义。”季永平说，
为了收集更多种类的烟标，他一下班就骑着
自行车去火车站、大酒店等人流量大的地方
捡烟盒。

1982年至1983年，捡烟盒是季永平工
作之外的全部生活。“车站和酒店附近的人
来自五湖四海，所以那段时间我收集了许多
外地烟标。”季永平说，时间久了，朋友们都

知道了他这个爱好，凡有外地的烟盒都会留
下来给他。每次出差，“淘”烟标也是季永平
必做的一件事。

那时，为了一张烟标，季永平常常急得
睡不着觉。“看到喜欢的烟标，我会每天想着
它，捡烟标时，满脑子都是它的样子。”季永
平说，有时，在火车站一连“淘”几天，就是为
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烟标。没捡到之前，会急
得睡不着，捡到之后，他又会高兴得睡不着。

经过 30 多年的收集，季永平已收集
1000多种不同的烟标，朋友们都笑称他是专
捡烟标的“破烂王”。

朋友都笑他是捡烟标的“破烂王”2

“烟标就是烟盒，它是比较常见的民间收
藏品之一。”季永平说，他参加工作后，看别人
抽完烟都把烟盒扔了，觉得挺可惜，于是开始
收集烟标。

时间久了，季永平积攒的烟标多了起
来。“那时，我想像集邮一样集烟标。”季永平
说，1981年到现在，他已经收集了1000多种
烟标。

季永平说，烟标虽小，但是多了就占地

方，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买不起专门放置
烟标的镜框、盒子等工具，他便把烟盒拆开、
压平，然后粘贴在本子上，并标上号码。

刚开始，家人和朋友都反对他收集烟标：
“既占地方，又没啥用。”面对各种不解，季永
平用自己的坚持赢得了他们的理解。

如今，30多年过去了，季永平的亲戚朋
友都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看到稀奇少见的
烟盒总会想办法捎给他。

变废为宝，收集烟标30多年1
26日下午，洛龙区开元路办事处天元社区联手宝龙城市广场举办的社区居民运动会正

式开赛，来自元华国际、勤政苑等8个小区的300多名居民报名参加比赛。运动会将进行5
天，比赛项目包含足球、篮球、乒乓球、毽球等，各项目经选拔赛、初赛、决赛后产生冠亚军，他
们可得到由宝龙城市广场提供的自行车、电磁炉等奖品。

记者 付璇 通讯员 刘洋 摄影报道

社区居民运动会开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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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有事 言 一 声

季永平在翻看他整理成册的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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