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本版编辑/任翔 读枣庄·民生 2014年7月22日 星期二 报料电话：5200110

眼下正值酷暑“三伏天”，正是一年中最为酷
热的时节，特别是近日的潮湿、酷热更是让人不
敢小看这“三伏天”的威力。应对“三伏天”，有人
选择一天到晚泡在空调房里，有人则时时刻刻与
风扇为伴。除了防暑设备之外，吃一些消暑食物
也成为最受市民青睐的消暑方式。

酷暑季节，不少市民会感觉没食欲，为了应
对这种情况，不少市民选择用消暑杂粮作为主食
或辅食。20日上午，记者在市中区的多家超市发
现，绿豆、薏米、麦片、高粱等消暑类杂粮都摆在
超市显眼的位置。在解放路一家大型超市里，10
多位顾客围在专柜前挑选杂粮，据超市工作人员
介绍，入夏开始，这些消暑杂粮就已经开始成为
超市的主打。“这两天酷暑难当，来超市选购消暑
杂粮的顾客比之前明显增多。”超市工作人员介
绍。

在振兴路某超市内，商家并未针对杂粮搞促
销，但销量还是增加不少。“杂粮是夏季消暑的必
备品，不需要多加宣传，都会有很多顾客光顾。”
销售人员介绍。记者在该超市看到，一位中年妇
女在杂粮专区自行选购了四五种杂粮。“每年夏
天，我都会买一些杂粮，有的煮粥喝，有的蒸着
吃，辅食主食一块用，都能起到防暑降温的效
果。”该妇女说。

青檀路上的一家粮油店主介绍，目前店内的
消暑杂粮价格并没有因为酷暑天气的到来有明
显上涨，不过根据他多年的销售经验，如果未来
几天天气依旧高温，消暑杂粮的价格会出现轻微
上浮，但预计上涨幅度不会太大，不会影响消费
者的选购。

（记者 董艳）

58 岁的李士君是峄城
区电影公司阴平镇放映队的
一名普通放映员，从 1976年
参加工作至今，坚守在电影
放映第一线，给村民们送去
了无数的精神食粮。近日，在
峄城区阴平镇开展的“三个
一百”文化惠民月送电影下
乡活动现场，记者见到了正
准备播放电影的李士君。

“我老家就是阴平村，当
年因为有点文化，被推荐到
镇里当电影放映员。在当时，

‘放电影的’是一个很场面的
职业。”李士君说，“那时农村
的文化娱乐活动并不丰富，
电视机、收音机还未普及，除

了有些文艺宣传队巡回演出
外，农民们最欢迎的还是放
电影。刚干电影放映员的时
候，条件并不好，一辆排车、
一台电影放映机，和一台发
电机、一个幕布，就是所有的
放映设备。”一次李士君拉着
排车从镇政府走到十四五里
路之外的邢店村放电影，结
果在返回的时候，因为又累
又乏，裹着棉大衣在路边倒
头就睡着了，临快天明时，一
位村民发现后把他叫醒，当
时把他吓坏了，一看车上的
设备没少，这才放下心来。李
士君每天拉着地排车，到全
镇的 58个村庄轮流放映电

影，一般都是下午出发，半夜
才能回到家，几十年来走了
多少路，磨穿了多少双鞋子，
放了多少部电影，实在没法
统计，其中的辛苦只有他自
己清楚。每次去放电影，往往
是还没进村，热情的村民们
早已经迎到了村口，并急切
地询问当晚放映什么影片，
明天要到哪个村，并帮他推
车、竖起杆子、扯好幕布、接
上电线，更有热心人到家里
提来开水，让他喝茶，让他非
常感动。李士君知道，村民们
欢迎自己，其实就是因为喜
欢看电影，因此每次放电影，
他都非常的认真，特别是在
换片子的间隙，尽量动作迅
速，不让乡亲们久等。李士君
说，当年放电影之前，要先放
上一段“加演片”，有时是农
业科教片，有时是时政纪录
片，而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动
手制作的幻灯片。那时放电
影还时兴“跑片子”，就是两
个村同时放映一部电影，因
为拷贝不够，就安排专人骑
着自行车来回的倒腾。有时
拷贝送的不及时，他就把自

己创作的最新的幻灯片拿出
来，放给大伙看。

李士君说，上世纪九十
年代中期的时候，随着电视
机的普及，电影市场出现了
萎缩现象。1999年，因为市
场不景气，再加上镇里改制，
他回到村里务农。后来当地
农村流行结婚、生子包场电
影供全村人看，他就为村民
提供贺喜服务。几年前镇里
又返聘他回到放映队，继续
走乡串户为村民免费放映电
影。他说，现在放电影也“与
时俱进”了，老式的拷贝放映
机早已淘汰，目前使用高清
便捷的数字放映机，连交通
工具也换成了电动三轮车。
但现在村里放电影，观众越
来越少，也令他感到有些失
落。但无论如何，干了一辈子
放映工作的他，对放电影有
着极深的感情，他会继续坚
持下去。

(记者 孔浩 文/图)

地排车拉设备 走遍58个村庄

放映员走过38年光影之路

相信现在不少人还有着
这样的回忆，夏日的傍晚一
家三四口人坐在凉席上摇着
大蒲扇，其乐融融地嗑着瓜
子聊天，享受徐徐清风吹过
耳畔。炎炎夏日，高温肆虐
难挡，稍动一下就会汗流浃
背，受不住烈日灼人，市民早
早地钻进了“空调房”里，摇
着蒲扇度夏的日子对不少市
民来说已经十分遥远。“夏天
到，蒲扇俏。”也被市民渐渐
淡忘。

“现在家家有空调，也就
是我们这些老年人才会买蒲
扇，现在的年轻人才不会使
它呢。”在南马路商城的一处
摊位前，购买了两把蒲扇的
吕老太告诉记者：“没有空
调、风扇前，我们乘凉可全靠
它呢，一家四五口，个个都拿
着蒲扇摇，以前在家门口的
百货店、杂货店都能买到，现
在倒是很少看见了，买把蒲

扇也没以往便利，只有在赶
大集的时候才能买得到。”说
起蒲扇，吕老太仍然“情有独
钟”：“ 蒲扇除了可以扇风还
可以遮阳、挡雨、垫座、驱蚊
……再说，现在不都提倡环
保节能吗？晚饭后乘凉时摇
摇蒲扇，能省电也环保，现在
得‘空调病’的这么多，扇扇
蒲扇还舒适。”

20日晚，在人民公园，记
者看到手持蒲扇纳凉的人基
本都是些老人，他们手中的
蒲扇，最少也有三五年了，多
数人手中的扇子，为塑料材
质的广告扇或折扇。“现在卖
蒲扇的商铺实在太少了，价
格低廉的蒲扇怎么一下子就
消失了，我怎么也想不明
白。”家住惠工八区的老杨
说：“每年陪伴我度过夏天
的除了吊扇，还有一把用了
五六年的蒲扇，前几天我正
带劲地摇着，一不小心，扇

柄断了，于是就想着买把新
的，可是我连续找了几家店
才找到一家卖蒲扇的，而且
这家店里的蒲扇也是往年的
存货，都有点瑕疵，让我很
不满意。”记者在走访中发
现，正当年轻人津津乐道地
畅聊空调设备如何高科技火
得一塌糊涂且价格让人咋舌
时，一些中老年人“情有独
钟”的蒲扇却不好找，与此
同时，商场里在售的塑料手
持扇、折扇、宫廷扇、雕木
扇不但精美绝伦而且价格也
高。

“年轻人不会在意这
些，只要有电他们就会开空
调，不会费力去扇蒲扇，倒
是一些老年人仍在延续这种
传统的纳凉方式。老年人不
舍得开空调，才费力地去扇
扇子，年轻人谁有那功夫，
即便买了扇子也多是作为装
饰品，或者因为好玩，并不

是真的拿它来凉快，扇子已
经逐渐失去为人们带来凉意
的用途，而是被作为一种收
藏爱好，仅此而已，而蒲扇
因为粗糙不美观也不适合收
藏，被不少市民‘遗弃’。”
一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

“进入高温天气以来，店里
的扇子已经走了不少货，其
中最为畅销的是手持塑料
扇，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很实
用，这种扇子每天都能卖10
把左右，顾客群体广泛，年
轻人、儿童都有需求。蒲扇
的走量很低，好的时候也就
卖个五六把，基本上都是中
老年人买，利润低、销量少
使得不少商家对卖蒲扇没什
么兴趣。我们不热衷，制作
蒲扇的作坊也失去了动力，
如此循环，市面上的蒲扇也
就越来越少。”

（记者 张莉萍）

利润低 销量小

老人爱蒲扇 可惜买不到
大暑转眼到
杂粮卖得俏

孙新元 1989年买断工
龄后，四处打工，后来在南方
跟战友的叔叔学会了编制花
草鸟虫的手工艺术品，一年
多来，他靠着这门手艺，在街
头巷尾边编边卖，供着一双
儿女上学。

（记者 孙慧英 摄）

巧手编织
“自强路”

夏季蚊虫肆虐，家住薛城区的李女士一直使
用蚊香液驱蚊，可担心使用时间长了会对 5岁女
儿的身体产生影响，李女士便在小区附近的商贸
市场花了 28元买了一款灭蚊灯，起初的一个多
月，李女士家的蚊虫明显少了许多，看到灭蚊灯
如此给力，李女士认为这次买到了好东西。

可好景不长，上周末的晚上，李女士的女儿
正在睡觉，隔壁的李女士忽然听到女儿房间里有
声响，便去查看，她发现女儿房间里的灭蚊灯在
发出刺刺的火光之后，冒了点烟便熄灭了，李女
士立即将灭蚊灯断电。第二天，李女士查看灭蚊
灯时发现，在灭蚊灯的接口位置有电线裸露，尽
管李女士进行了修理，可是灭蚊灯还是不能正常
工作。

20日上午，记者在市中区新昌批发市场的一
家商店看到，店内出售的灭蚊灯价格多在20—50
元之间，价格低廉，对于其防蚊虫效果商家也是
很有自信。一位顾客选购了一款灭蚊灯，在付过
钱之后，商家从柜台上拽出一个红色塑料袋，将
灭蚊灯放进了袋子里。当客人询问是否有包装
盒时，商家则表示没有。而灭蚊灯上根本没有任
何厂家、生产日期的标注，更没有电器产品的合
格证明。

在振兴路上一家超市内，出售的灭蚊灯共有
三种价位，虽然三种产品均有包装盒，但是最便
宜的这款产品只有合格证和生产厂家，却没有生
产日期。

对于灭蚊灯的使用安全，多数市民表示在选
购时都会相当小心。“毕竟是带电的东西，一定要
选购一个质量好有保障的产品。”市民陈先生表
示。但是也有部分市民在选购时马马虎虎，从不
在意生产厂家、合格证以及生产日期等信息，这
样一来，一旦出现质量或安全问题，消费者想要
维权却是难上加难。

（记者 董艳）

廉价灭蚊灯
使用一月冒了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