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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伊滨区诸葛镇福民嘉苑小区，今年74岁的老太太
梁松娥，正在招呼大家擂鼓。“我擂了快20年啦，从小就看人擂，
然后自己跟着学，年轻人会的花样，我都会！”她说完，拎起鼓槌
在手上转起来。

这些天，小区锣鼓队每天都排练，梁松娥说，这支队伍有25
个人，都是奶奶级人物，年龄最大的78岁，年龄最小的60岁，是
附近社区居民出于爱好自发组建的，平时村里有人结婚、过节、
搞晚会，都会邀请她们过去表演。

记者 赵朝军 通讯员 杨万通 摄影报道

74岁老奶奶
擂起鼓来比小伙儿还猛

昨日，在老城花灯市场附近，各种各样的花灯摆上了街头，
吸引市民争相购买。其中，猴子灯最为走俏。快到元宵节了，买
个花灯回去，增添节日的喜庆吧。记者 赵朝军 摄影报道

□见习记者 刘嘉仪 文/图

本报讯 近日，在洛做生
意的平顶山人刘国超经常夸
洛阳人实诚，因为他连续两年
在洛阳街头摆自助小摊儿售
春联，两年来，从未有人白拿，
纸箱里的钱也分文未少。

一张崭新的桌子，一摞用
塑料袋包好的春联，一个用红
纸包裹的纸箱，上面写着“无
人售卖，每套 5 元，诚信付
费”——这就是年前出现在七
里河桥西头卖春联的自助小
摊儿。市民把5元钱放入纸
箱，就可以拿走一套春联。由
于小摊儿很特别，过往的人们
都会注意到它。

15日，《洛阳晚报》记者
通过询问附近的环卫工人和
商户，才在七里河桥西头的一
栋老式居民楼里见到了小摊
儿的主人刘国超。

刘国超在洛做生意十几
年，业余爱好书法，因为年前

生意不忙，他就通过写春联来
练字。“写好的春联约有300
套，扔了可惜，我就想摆摊儿来
卖，一是想赚些纸笔钱，二是
方便大家,于是就弄了这么个
小摊儿，今年是第二年了。去
年春节前我也在七里河桥西
头摆了同样的小摊儿，没有人
白拿春联，纸箱里的钱也分文
未少。”他说。

1月 24日，刘国超再次
用红纸包了个纸箱，在纸箱
上开了个塞钱的口子，在纸
箱里搁了一块砖头固定，然
后放在练字用的桌子上，把
写好的春联压在纸箱下，早
上9点出门将小摊儿摆在七
里河桥西头，摆好后就回到
店里工作。

“我闲的时候就去看一
眼，主要是怕风把春联刮跑
了，忙的时候就顾不上看了，
直到下午六七点才去收摊
儿。”刘国超说，一天平均能卖
百十套春联，他摆了两天摊

儿，收到的钱分文未少，这让
他感到很意外。“我觉得可能
是这附近的人流量小，或者大
家知道是我摆的摊儿才会如
此顺利，于是我想把小摊儿摆
在人流量大的地方试试。”刘
国超说。

1月27日，他将小摊儿摆
在了新都汇的入口处附近，随
后便离开了。因为离住的地
方远，刘国超整整一天都没有
去看，到了下午7点左右，他
回到摊位查看，结果让他感到
很意外——春联卖完了，钱分
文未少！

连续摆了两天，春联全部
卖完，刘国超把小摊儿搬回了
家。“经过这两年的尝试，我发
现洛阳人确实诚信，决定每年
都在除夕前弄这么个小摊儿，
这样挺好，我卖得放心，大家
买得开心。”刘国超说，他过一
段时间要去贫困山区送爱心
人士捐的衣物，卖春联的钱准
备捐出来当运费。

自助小摊售春联 两年来钱分文未少
花灯俏 街头真热闹

刘
国
超
和
他
的
自
助
小
摊
儿

一张崭新的桌子，一摞用塑料袋包好的春联，一个用红纸包裹的纸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