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8月4日 星期一 报料电话：5200110 读枣庄·社区 09本版编辑/孙莎莎

6万余枚烟标攒了10多年
姚老太：我就图个喜欢

一谈起烟标来，姚老太就
活力四射。“烟标以前叫烟纸、
烟盒子，这些年来，我不断收
藏，也出售了一部分，正是通
过这种以藏养藏的方式，才有
了现在这么多的收藏。”姚玉珍
热情地给记者展示她这些年来
收藏的烟标，“烟标的种类很
多，分为卡标、软标、三无标、民
国标等种，具有很高的收藏价
值，根据其存世量和设计工艺的
不同，其价值也不同。民国时期
的烟标，如果存世量少，市场价
格可达上万元。”

在谈到自己收藏烟标的经
历时，姚老太感慨万千。“这都得
益于我儿子，以前家里条件不
好，孩子们都喜欢玩‘拍三角’的
游戏，这个游戏的道具就是折叠
的烟标。那时候家里就有很多

闲置的烟盒。”姚玉真老人说，退
休之后，她经常到火车站附近散
步，发现常有人将烟盒丢弃在地
上。“我发现这些烟盒图案特别，
代表着某个时代的风貌，见证了
历史的发展。在那之后我便开
始有意收集烟盒了。”姚老太说。

十多年的烟标收藏生活，
让姚老太感到退休后特别充实
欢乐，但其中也有不少曲折的
经历。老人嗓音略带沙哑，她
说，这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有
一年冬天她到东北去收藏交流
烟标时，因在户外等待接待方
过久，冻成了重感冒，嗓子疼
痛沙哑，留下的后遗症。“收藏
烟标不仅需要时间和精力，更
需要财力。我和老头子的退休
金都搭在这上面了，有时出现
重复的烟标我就会把它转售给

别
人。我记得买过最贵的烟标价
格在一千多元，不图啥，只为
喜欢。”姚老太说。

痴爱烟标的姚老太为收集
烟标，已到过不少地方，在烟
标收藏界也渐渐有了名气，不
时会有外地人慕名而来向她讨
教。“去年，有一位青岛来的收
藏烟标的朋友，想在我这里买
一种存世量很少的民国烟标，
来了两次我都没卖，他第三次
来的时候，我就把那枚烟标送
给他了。”老人说，收集烟标不
仅让她老有所乐，更让她结识
了很多朋友。

（特约记者 王雪纯
实习生 高辉 文/图）

尖叫声 划拳声 油烟味 尿骚味

“美食街”周边居民很受伤

夏天入了夜，街边小吃成
为了不少市民的惬意之选，在
滕州市荆河路与新兴路交界处
南行不过百米，就有一个云集
了各类小吃的地方。聚在这里
食客尽情享受舌尖美食与轻松
氛围，而在这附近居住的居民
则被熏得难言、吵得无眠。

“我们这附近有很多小吃

摊点，一到傍晚大街小巷烟熏
雾绕的，我都不敢出门。”家住
安乐街的赵先生抱怨道。7月
29日晚 7点多，这条路东侧的
几家店门前已经摆放好了桌
椅，厨师们正在烧烤炉前忙碌
着，路西侧还有几个小推车，
各类小吃一应俱全，在这条不
长的“美食街”上，记者被滚
滚浓烟熏得睁不开眼。

说起这条街，叫苦不迭的
可不止赵先生，同样住在这附
近的张女士表示，她也深受其
害，“我们这附近的居民真是遭
罪了，一到傍晚，关着窗户屋

里还都是油烟味。这空气质量
受影响不说，还有一些食客的
不文明行为更是让我们苦不堪
言，深更半夜只顾自己欢快，
不顾及他人感受，尖叫声、划
拳声特别大，根本没办法睡
觉，更有甚者，还随地小便，
把我们这里的环境搞得太恶劣
了。之前有位邻居发现有食客
随地小便，还曾与他们发生过
争执，这条街靠北边路东就有
一个公共卫生间，他们也不
去。真希望能有人来管管！”张
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波）

玉米因为鲜甜可口，得到不
少市民的青睐。7月 30日早上，
家住市中区馨苑小区的王先生就
在垎塔埠市场上买了 6根玉米，
打算回家煮了吃。没想到的是，
他不光尝到了玉米的美味，更尝
到了惊吓。

当日早上，王先生像往常一
样来到垎塔埠市场买菜。逛着逛
着，发现一家卖玉米的摊子生意
特别火，摊主更是站在三轮机动
车旁忙得不可开交。车旁边的地
上满是买玉米的人扔下的玉米
皮，已经有厚厚一堆。王先生二
话不说，也挤到人堆里买了6根
玉米。“我看这玉米卖得那么
火，而且前几天刚买过玉米吃，
味道很好，家里人都喜欢吃，就
买了些。”王先生说。

回到家后，王先生让妻子把
玉米放在锅里煮。煮了一段时间
后，王先生先拿出半个玉米，试
吃看看熟没熟。吃到三分之二
时，王先生一口下去，发现一只
虫子在剩下的玉米粒中。王先生

吓得赶紧扔掉玉米，连吃进嘴里
的都赶紧吐了出来。虫子很大，
足有六个玉米粒的长度，一头露
出 1厘米，另一头只露出几毫
米。中间的身子隐藏在两个玉米
粒当中。

“刚刚吃到的时候挺害怕
的，还很恶心，现在想想就后
怕。这虫子有毒可怎么办？”王
先生说，“以前吃玉米不是没有
见过虫子，但都很小，就像小米
虫一样，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这么
大的‘大虫’！要是我一口下去
发现的是半个虫在玉米上……我
今天估计就囧了。”

（记者 刘一单 实习生
冯岩岩 文/图）

车窗被插上广告、车前挡风
玻璃被放上广告宣传单原本是很
普遍的事情，很多车主也不太在
乎，觉得随手扔掉或是任其自生
自灭就行了。但最近有不少小区
居民发现，停在楼下的爱车，前车
玻璃上被人放上广告宣传单，再
经过一场大雨之后，宣传单就结
实地贴在了玻璃上，怎么弄也弄
不干净。

家住市中区审计局宿舍的李
先生说，前两天天气不好，时不时
还下点雨，他又没什么事，车就停
在楼下两天没开。可是让李先生
没有想到的是，自家的爱车前挡
风玻璃上不知道什么时间被人放
上了一张彩色的宣传单，而宣传
单经过一场大雨的“洗礼”后，又
经过太阳一晒，已经紧紧地贴在
了玻璃上。

“刚把车门打开的时候，我没
在意，进入驾驶室一看前面，有点
挡视线，就下车想拿掉，可是当把
宣传单拿下时，才发现有一层已
经粘到玻璃上了，我用手使劲刮
也不见效果，太使劲又怕伤到玻
璃。当时真是气坏了，我正赶着
出门，这些痕迹又很影响视线，这
样出行太不安全了，所以，我只好
推掉事情，再回家拿了水和抹布，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干净。”
李先生气愤地说道。

家住福华园小区的赵先生也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前挡风玻璃
上一片花花绿绿，十分影响视线，
最后也是经过一番努力，出了一
身汗才还弄得不是很干净，只能
等到洗车的时候再弄干净了。

（记者 李帅）

广告单淋了雨 结实贴在车窗上

发小广告的
你怎那么讨人嫌呢？

从北京到上海，从无锡到苏州，从东
北到山东，6万多枚烟标陪着65岁的姚玉
真一路走来。用她的话说就是，收集烟标
让她老有所乐。10多年时间，她走遍大半
个中国，收集烟标6万余枚。

7月29日，滕州市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邱婷，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以美丽红荷为主题
的剪纸，喜迎第十一届红荷节的到来。

（特约记者 侯志龙 摄）

煮个玉米棒 吃出虫子来
下锅前可得仔细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