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实习编辑/王正 2014年5月13日 星期二 报料电话：5200110读枣庄·民生

“从四月下旬开始，我几乎每个
周六、周日都要参加婚宴，这还不
算，仅 5月 1日至 10日这 10天，我就
参加了七场婚宴，本市的就不说了，
光外地的婚宴就有 3场，这其中包括
同事的、亲戚的、朋友的孩子的，哪
一场都缺不得，有时还得中午、晚上
轮流转，最多的时候同一时间就能碰
上两三场，份子钱就甭提了，光是这
轮流转的喜宴也让人有些吃不消。”家
住亚泰小区，47岁的葛启祝一脸无奈
地开始了抱怨：“都是平时和自己关系
不错的人，不去吧，面子上过不去，
去吧，这安排上实在有些紧张，奔波
在一连串的喜宴和婚礼现场之间，连
身体都‘闹’了脾气，还上了次医
院。”记者走访了市中区文化路附近的
多家酒店，不少工作人员表示，受今
年马年、双春、2014 （爱你一世）的

“吉年”的影响，今年的五一婚庆市场
爆出热门，婚姻预订情况与往年比较
更为火热，其中最“热闹”的时候，

一家酒店，同一时间最多办了七场，
结婚的，补场的都少不了，这将预示
着，将有更多的市民忙碌于婚宴现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葛先生的烦
恼不是个例，马上步入婚姻殿堂的殷
先生也遇到了这样的烦恼，面对五一
结婚季，不少市民直喊头晕，“平时
吧，总在加班加点地工作，好不容易
熬到了五一这个假期想要带着未婚妻
出门旅游，好好地放松一下吧，谁知
最近一段时间，总是接连不断收到喜
帖，好端端的假期旅行也因此泡了
汤，不仅如此，因为多位朋友的婚礼
选择了同一天，而我又不会‘分身
术’，为此没少受埋怨。这两年，一到
五一、十一、年末，像这样喜宴扎堆
的事情就避免不了，我现在一到节假
日就恐惧。不说别的，就是我家附近
的一个普通酒店这半个月下来，几乎
每天中午都少不了办婚宴的，少的时
候一两个，多的时候六七个，有朋友
闹乱子，调侃说‘举头望新娘，低头

见新郎，满城新人遍地走。’可见，今
年的五一黄金周，不少市民都是在婚
宴中度过。”殷先生表示“扎堆”的婚
礼成了不少市民甜蜜的负担。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由于
身边的朋友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不少
80后、90后的年轻人看着手中排队的
请柬，纠结不已。“婚宴扎堆举办，除
了春意绵绵风和日丽是个结婚的好时
节外，3天假期，在外工作的亲友也会
回乡探亲，合家团聚之时，更是新人
选择假期摆酒的主要原因，再者，受
今年马年、双春、2014 （爱你一世）
的‘吉年’的影响，不少年轻人都赶
在今年‘完婚’，预计，这一情况将继
续出现在今年的十一小长假期间，尤
其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讲，婚宴
扎堆，喝喜酒、随礼金成了压在他们
生活中的‘石头’无法言说。”市民政
局的工作人员分析道。

（记者 张莉萍）

结婚旺季 新人扎堆摆婚宴

礼金开销大 亲朋赶场忙
五月历来是结婚的旺季，而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摆喜宴不仅是新人们举行婚礼必不可少

的一项安排而且还是婚礼的重头戏，亲戚朋友结婚本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儿，可是五一期间婚
宴扎堆，除了参加婚宴必不可少的礼金让很多人感觉“吃不消”外，“喝喜酒”也让不少市民叫
苦不迭。

“很多人都喝过甜滋滋的蜂蜜，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养蜂背后的辛
苦，全国各地去采蜜，几个月搬一次

‘家’，甜蜜背后的辛酸只有我们知
道。”5月 5日，在滕州市龙阳镇龙山
风景区脚下养蜂人贺德发正忙碌着。

在龙山风景区脚下的槐树林里，
只见 100 多个大小不一的蜂箱错落有
致地安放在树林里，成群的蜜蜂围着
蜂箱嗡嗡地飞舞，远远便可闻到蜂蜜
的清甜。“我们每年 4月中旬都要来这
边采槐花，一呆就是一个半月，寸步
不离地在这山脚下……”戴着面罩、
胳膊上套着护袖的贺德发拎着一扇巢
框正小心翼翼地把蜂箱里的幼虫移到
育虫箱里。贺德发是山亭区店子镇
人，父亲早年便在镇里的养蜂厂上
班，1981年，初中毕业的贺德发便从
他父亲手里继承了 28箱蜜蜂，现在已
经发展为140箱。

这么多年每天都与这些成群结队
的蜜蜂为伍，难免不被蜇，“我和我老

婆已经被蜇习惯了，去年的时候也是
在这龙山脚下，我们打算把蜂箱搬到
车上去店子镇采枣蜜，当时因为天气
热。成千上万只的蜜蜂一窝堆地全出
来了，我们只顾着搬蜂箱了，手却摸
在蜂窝上了，蜇得整只手都又红又
肿。”据贺德发介绍，他养蜂已经近30
年了，被蜇的他早已经忘记了疼痛，

“只要不惹它们，把它们喂饱，自然就
听话了。”

蜜蜂是追随花粉酿蜜的，因此，
春夏秋冬，贺德发两口子基本不着
家，“我们每年基本上就走四个地方，
家里有老人，不敢走远。1月份的时候
在安徽巢湖，那里的温度适宜蜂王产
卵，2月份繁殖，3月份油菜花开，采
完油菜花蜜，4月中旬就来到这边龙山
脚下了，一直到 5月底，再去山亭区
的枣园去采枣花蜜，那边时间短，只
有 20多天。6月底的时候差不多就要
到平邑县白岩镇了，那边荆条多，一
直呆到 10月底。离新的一年还有 2个

月，我们能回家休息一下。30年，基
本上就是重复这种采蜜生活，它们习
惯了，我们也习惯了。”

贺德发说养蜜蜂最怕的就是温度
低了，为了“伺候”好这些蜜蜂，夫
妻俩每天早上 5点钟就要起床，晚上
一般 10点左右才能休息。大半年时间
风餐露宿，远离家乡，与树为邻，与
蜂为友。“最难受的就是想家中的孩
子，照顾不上。最忙的时候就是蜂王
产卵了，产卵到出生只有 21天，蜂王
没日没夜地产卵，一天一夜能产 1000
多只幼卵，有时候下过雨气温低就会
有大批的蜜蜂和幼卵死去，面对一地
残骸，每次那种心痛无力感无法言
说……这都是钱。”两口子交流不多，
配合默契，去年，贺德发夫妇养蜂收
蜜近5000斤，收入10万多元，为家里
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两人欣慰不
少。“去掉成本，能收个几万块钱，现
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注意养生，
这蜜蜂身上也都是宝，花粉、蜂王
浆、蜂蜡，我们没啥别的心愿，就希
望这些小蜜蜂能健康地成长采蜜，我
们趁着现在还跑得动，再采几年，为
了孩子，苦点就苦点吧。”

（特约记者 王雪纯）

风餐露宿 从5点忙到22点

养蜂人辛苦中酿“甜蜜”

近日，家住立新小区北里的市民李先生可
谓一出门就开始生气，可这气从哪里来的呢？

李先生家在立新北里。据李先生介绍，半
个多月前，他们楼里五楼西户的一家开始砸地
板，“哐哐当当”地持续了好几天，一问才知
道这家准备把卫生间的地面重铺。“别人家砸
地板准备重铺地面，即使整栋楼都是‘哐哐’
的响声，虽然听上去躁得慌，但是毕竟人家重
新装修，再加上这个小区的居民楼盖了快 20
年了，装修砸墙砸地也难免出现些噪音，心想
忍忍就过去了。”李先生告诉记者。

按理说地面砸完铺完新地面，没有了噪音
可算是清静了，谁知这仅仅才是李先生烦心生
气的开始。据李先生介绍，五楼这家把地面砸
掉的砖块都堆在了楼下，不仅如此，还有一个
木质家具也“躺”在了路上，一个茶几也扔在
了楼下。

“这个小区本来楼与楼之间的空间就小，
我们这栋楼出了门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可
走，稍微平整点的路面都停了车，再加上小区
年限长，下水道、自来水管道、暖气管道修修
补补的导致地面已经是高低不平，现在可好
了，五楼装修把废弃的砖块都扔在了楼下，以
前还能走的那条路也被‘阻’了。”李先生非
常气愤地说，别人装修作为邻居可以理解，可
是装修完以后至少建筑垃圾得清理清理吧，你
看看这里堆的破砖烂瓦，那里还有铺地面没有
用完的沙子，还有这个茶几看着也得有五成新
左右，就算是不要了也可以找个收废旧家具的
给卖了，哪怕卖不了多少钱总比放楼下强吧。

李先生还告诉记者，白天的时候还好说，
到了晚上上楼想走个近道回家，本来地面就不
平，再加上这一脚砖块一脚沙堆的怎么走。

“距离小区不到30米就有垃圾箱，就不能抽个
时间把堆在楼下的建筑垃圾清理清理，再说了
这栋楼也不是你一家住，如果哪家装修完都把
垃圾堆在楼下，那还怎么出门。”李先生还表
示，邻里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方便别人
的同时也是方便自己，都能够多为别人想想，
生活在小区里的人才能更加和谐。

（记者 苏羽 文/图）

建筑垃圾扔楼下

邻居出行频遇阻

立夏过后，市区内
的各大商场超市纷纷换
上“夏装”，洗发水、
沐浴液、蚊香、杀虫剂
等用品全部放到了显眼
位置，并采取降价促销
等方式。记者发现，在
促销商品中，部分产品
生产日期多为2013年。

（记者 苏羽 摄）

促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