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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热帖榜

漫谈洛阳话——圪针

圪针：一开始是说酸枣树上
的刺儿，后来，其他树木的刺儿，
大家也叫圪针。一般到农村走山
道，老乡都会提醒：小心圪针扎住
你。外地人听不懂，现在的年轻
人也多迷惑不解。

发帖人：“车人”
点击次数：5010

你怎么处理孩子的压岁钱

过年长辈给孩子压岁钱，作
为传统习俗，大家觉得理所当
然。同样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就
是过完年家长没收孩子的压岁
钱。家长们，你们咋处理孩子的
压岁钱？

发帖人：“丽恒律师china”
点击次数：4996

看看全国各地五彩花
灯迎元宵

每年元宵节你都在哪儿看花
灯？王城公园吗？老是那几样
吗？来看看“自由自在 1122”版
主给咱搜集的全国各地的五彩花
灯吧，保准把你的眼看花！

发帖人：“自由自在1122”
点击次数：4785

新手驾车注意事项

“熄火N 次后才发现不是
一挡起步”“晚上开车不知怎么开
车灯”“车胎漏气了根本没感觉，照
样开”……这些都是新手上路曾经
遇到的尴尬事。热心的楼主把这
些容易发生的现象及如何避免的
方法整理出来，供新手们参考。

发帖人：“嵩山剑客”
点击次数：4413

洛阳方言扑克火了

吃饭就“叨”，聊天就“喷”，说话
别“胁呼”，与人相处不“咯气”；有一
种寒暄叫“弄啥哩”，有一种忙碌叫

“不时闲儿”，有一种美叫“排场”，有
一种厉害叫“恶”……今年洛阳的
春节庙会上，洛阳方言扑克火了，不
仅7天售出2万副，更引起了不少洛
阳“土著”的热烈响应——“真恶，
我骄傲！”

发帖人：“玉人”
点击次数：4395

（史戎戎 整理）

（2月14日0时~2月20日2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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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还有好喝的豆腐汤吗？对于
这个问题，多数市民会说：有，老城区、
瀍河回族区、西工区、涧西区都有。走
遍洛阳，去了无数家豆腐汤馆，就老城
区一家马马虎虎，还算可以吧。但最
近因为豆腐的工艺改变，他家的豆腐
汤也变味了……近日，洛阳网社区网
友“车人”关于“洛阳还有好喝的豆腐
汤吗”的帖文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网友
纷纷跟帖发表自己的看法。

“嵩山剑客”：理解楼主，感觉栾
川豆腐的味道还是小时候吃过的味

道……只是贵些。
“朗朗乾坤”：走过涧西区许多地

方，目前只有党校南边的一家豆腐汤
馆的豆腐汤能凑合着喝。

“wbearing”：老城北关机床厂
对面有家白记豆腐汤感觉还可以，每
次回去都要去尝尝。

“天亮了”：感觉豆腐汤还真没统
一的标准。以前洛浦路与九都路交叉
口附近那家豆腐汤口味不错。现在每
家都有不同的特点，怎样才算正宗？
期待统一标准的豆腐汤！

“狄尼洛”：我推荐一家：涧西区铜
加工厂附近有家杂粮豆腐汤味道不
错。另外长春路小街里有不少好吃
的，如担担面、肉夹馍等。

■小编感言

“早晨一碗汤，神仙都不当”。喝
汤，早已成为洛阳人的习惯，滚烫、喷
香的汤，对古都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
享受。要是您家附近有好喝的汤，快
来洛阳社区和大家分享吧！

（潘亮 整理）

2013年的洛阳春节可谓热闹非
凡，年味儿、文化味儿、小吃的香味儿
比比皆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派节
日的喜庆气氛。

网友“杏坛秋色”游隋唐城遗址植
物园2013年春节河洛文化庙会感触
颇深，帖文中写道：“进入园中，路边树
上挂着火红的灯笼，道路两侧摆着各

种小货摊，卖甘蔗的，卖姜糖的，卖风
车的……一句话，吃的、玩的、用的，应
有尽有。”

2013年春节明堂隋唐文化周令
人叫绝的是“武皇巡演”，现场的游客
体验了与武皇一起过大年。庙会上的
亮点之一是园区入口处的“祈福墙”，
第一天大家都在祈福墙上写祝福，仅
一天的时间墙上就没有了空白的地
方。有名网友在墙上用粗粗的签字笔
写道“在今年嫁出自己”非常抢眼。

在这么喜庆的节日里，自然也不
能少了关林庙会，网友“春和景明”逛
关林庙会并赋原创诗一首，欢迎大家
欣赏并指点！

逛关林庙会

去年隋唐逛庙会，今年关林来兜风。
蛇年新春好心情，关林庙会来观景。
人山人海人中行，关爷梦中也惊醒。
青龙偃月亮晶晶，杂技杂耍假玩命。
小吃摊贩街边停，老少爷们乐品茗。

新春佳节，各处的庙会给大家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丰富了大家的
精神生活，社区网友将精彩瞬间拍成
照片并用文字记录下来，如果您也在
春节期间光顾了几个地方的庙会，可
以关注社区网友的帖子，看看是否在
不经意间，您已成为照片上的主角。

（崔婕）

跟网友在新春庙会上徜徉

春节期间收到 60 多条祝福短
信，其中有10余条内容一模一样，近
日洛阳网社区网友“紫纱亦柔”的一
个帖子引起了大家对短信拜年方式
的热烈讨论。

闫宗选和肖彩红：短信拜年，方
便。电话拜年，亲切！

“十保官”：我一般是自己编辑信
息，实在、贴切，一看就是咱这种文化
水平不高的人编的。

“松海林涛”：感谢过年发来祝福
短信的朋友，但因为眼睛不方便，没有
回复。不过个人认为，真正的朋友，不
在于是否发了拜年短信。元芳，你怎
么看？

“听风的歌”：哪怕是空白短信也
说明还有人记得你。

“鱼越龙门”：今年只给两位领导
发了拜年短信，其他改成网上发贺卡
了，低碳、环保。

■小编感言

在如今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
短信拜年、贺卡拜年、网上送祝福、飞信
或者微信拜年等各种各样的拜年方式让
人眼花缭乱。不论用何种方式拜年，最
主要的是让对方感觉到你的诚意，如果
只是把别人发的短信换个名字就转发出
去，未免过于轻率。所以，有时间还是亲
自编条祝福短信发送吧。（潘亮 整理）

洛阳还有好喝的豆腐汤吗

大家对春节短信拜年怎么看

图① 祈福墙上的“在今年嫁出自己”
（网友“好人好梦”拍摄）

图②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西门
（网友“春雨518”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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