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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30年 节日生日纪念日鲜花从不落

老夫老妻七夕也浪漫

今年七夕，高女士如往年
一样收到了一大束鲜花，这让
到她家中做客的妹妹羡慕不
已。高女士的妹妹说：“每年过
节的时候，姐夫都会给大姐买
花，这让我们非常羡慕。这情
人节什么的，往往都是年轻人
喜欢凑热闹，我们这都老夫老
妻的了，谁还能想起来送花？
也就是我姐夫，特别浪漫，特别
体贴，年年都不落下。”

每到情人节的时候，鲜花
的价格总会比平时高很多，节

俭的高女士也曾多次跟张先生
说，老夫老妻的，没必要再年年
买花了。“就算是现在家里条件
好了，一束花一两百块钱也不
便宜。原来家里条件不如现
在，那时候也不流行过什么七
夕、情人节的，他就每年到我们
结婚纪念日和我生日的时候，
买朵花或者买个蛋糕庆祝庆
祝。现在条件好了，情人节什
么的他都一个不落，每年都得
送三四次。”高女士说。

虽然嘴上说花钱不值，但

是高女士脸上的笑容却怎么也
收不住。她说，抱上孙子之后
每年还能收到玫瑰花，让她觉
得十分幸福，“我身边的朋友、
亲戚能做到像我们家老张这样
的，真的一个都没有。虽然一
束花说贵也不贵，但这是他惦
记着我的心意，能让我像年轻
人一样年年也浪漫几次。这让
我觉得我们年轻时候受过的苦
和累都是值得的，能嫁给他，我
这辈子很值。”

张先生说，浪漫看起来好

像是年轻人的事，但是年纪越
大越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能相扶
到老不容易，“我工作比较忙，
还经常出差。从年轻的时候起
一直都是这样，家里的事、孩子
的事大部分都是我爱人在操
心。她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浪
漫，喜欢玫瑰花，我为她做的事
太少了，也就是每到节日送她
束花，表达一下我的心意。”

（记者 孙雪）

8月3日晚上，不少热爱音乐的人们聚集在东湖广场，举办了场小型的“草地音乐会”。大家拿来
吉他、非洲鼓等乐器，在湖边即兴弹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欣赏。 （记者 杨晓斐 摄）

家住市中区美亚华都小区
的高女士最近听到“结婚”二字
就有些难以招架。原因就是她
在七夕当天刚参加完宿舍好友
的婚礼，“随份子”又随出 1000

“大洋”。今年上半年，高女士
参加婚礼仅“随份子”就花去了
6000多元，工资几乎全都交代
了不说，还得伸手向父母要钱。

高女士毕业于辽宁大学，
同宿舍的8人分别来自东北、内
蒙古、海南、北京、湖南和山
东。现在，高女士已经毕业3年

了，一年前找到了现在的工作，
每月工资2500元。可就在今年
上半年，同宿舍的4名好友相继
结婚，高女士在为好友高兴之
余，也忙着准备“份子钱”，每次
也都会到场送上祝福。“真心为
她们高兴啊，毕业 3年就‘终成
眷属’了，我们当初在宿舍里还
讨论过毕业后会什么时候结婚
呢！”高女士笑着说。

因为舍友都在外地，免不
了给的“份子钱”多一些，高女
士说：“同学家所在的省份消费

水平比较高，‘随份子’一般都
是1000元。我当然也不能少给
啊！于是给他们每个人都包了
1000元的‘份子钱’。”

不光是宿舍好友结婚，高
女士单位的同事结婚她也要

“随份子”。“同事结婚一般都
随 200元，看着不多，可人多
了我也有点吃不消了。”高女
士苦笑着说，她的工资基本上
都用在了“随份子”上。平时
出去吃饭、游玩，都是父母买
单。“这样拆了东墙补西墙也

不是个办法。不过说出去也挺
难为情，就因为结婚‘随份
子’，我还特地申请了一张信
用卡，就怕同事和同学结婚或
者其他场合一时拿不出来钱。
周围人都结婚了， 只有我还
是单身一人。每次都是看别人
结婚，自己掏‘份子钱’，天
天想着什么时候能轮到我把

‘份子钱’赚回来啊？”高女士
说。

（记者 刘一单 实习生
冯岩岩）

“随份子”也要跟着当地消费水平走？

外地同学结婚 请柬变成催款单

家住薛城区凤城小区的齐先生今年6月
刚为儿子举办完婚礼，儿媳娶进门的这两个
月以来，以前基本上从未到过菜市场买菜的
齐先生，竟然开始在下班后到附近的菜市场
买菜了。

齐先生今年 53岁，还没到退休的年龄。
以前因为工作忙，他从没到菜市场买过菜，家
里买菜做饭的事情全部交给妻子。儿媳进门
之前，每次吃饭，齐先生为了表示热情，也为
了避免买菜做饭的麻烦，他大多会选择安排
全家到外面的餐馆就餐。儿子结婚后，仍然
和齐先生夫妻住在一起，每天早饭争分夺秒，
午饭儿子儿媳都在单位解决问题，每天的晚
饭自然就成了全家人难得的聚餐时间。因
此，齐先生的妻子总是早早地就开始准备晚
饭。但是时间久了，齐先生的妻子觉得晚饭
也做不出更多的花样了。为了让晚饭更丰
盛，让家人，尤其是新进门的儿媳吃得更开心
更健康，齐先生决定下班后和妻子一起去菜
市场买菜。

从那以后，每天下了班，只要有时间，齐
先生就会和妻子骑着自行车到家附近的菜市
场买菜。慢慢地，齐先生也发现了逛菜市场
的乐趣：市场上的肉和蔬菜比外面餐馆里的
更丰富、更新鲜，价格也更便宜。“一把豆角才
两块多钱，够吃两顿的，外面一盘至少得 10
块钱，这活蹦乱跳的大虾10多块钱就能买不
少，外面一盘得卖 30多块，还不一定有咱自
己买的新鲜。”齐先生每次逛菜市场总能有惊
喜。而且，每次买菜回来，刚好赶上儿子儿媳
下班，儿媳会主动帮着在厨房做晚饭，儿子也
主动承担了饭后洗碗和收拾厨房的工作。看
着一家人边吃着新鲜美味的饭菜边其乐融融
地聊天，齐先生特别满足。

妻子常常称赞齐先生说：“有了儿媳妇，
你倒变勤快了！”齐先生的儿子也表示，每天
家里有这么多好吃的饭菜，全是沾媳妇的
光。“等以后有机会了，我不光要买菜，还要学
做饭，做出更好吃的美味给大家吃！”齐先生
说。 （记者 杨舒）

儿子结了婚
老爸变勤快

狂轰滥炸似的诈骗短信、电话让人不堪
其扰。而家住市中区龙头社区的周女士却很
乐意“被骗”，因为凭借曾经上当受骗的经验，
现在的她已经可以三言两语就让骗子气得挂
断电话了。

周女士说，她曾被电话诈骗坑过。有一
次是在去年的时候，她轻信中奖需提前交付
手续费的诈骗电话，被坑了 300元。“等了半
个多月也没见给我兑奖，再打电话的时候，号
码就成了空号，我这才知道上当了。”周女士
说，她以前是老师，总叮嘱学生遇事要冷静，
要动脑筋，可没想到退休没几年，她的防范意
识就降低了。周女士静下心来一想，骗子的
骗术其实并不高明，面对骗子可以见招拆招，
甚至可以对骗子“反戈一击”。

不久前，周女士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对
方自称“警察”，说周女士有一张银行卡涉嫌
洗钱，金额高达20多万。周女士一听就知道
这是一通诈骗电话，索性就和骗子“周旋”起
来。“哪张卡？我有很多卡啊！”周女士装作很
着急。对方称办卡地点在深圳，周女士表示，
深圳她也办了很多张卡，希望他能提供卡
号。对方回答，电话是由深圳转过来的，具体
卡号他也不清楚。“作为一名警察，要把事情
说清楚啊！”周女士用很不满地语气指责对
方，并要求对方提供一个可信的东西证实一
下，可没想到，对方竟报出了她的身份证号。
周女士心惊之余赶紧否认，表示身份证号和
她的不一致，但对方十分肯定是正确的。见
周女士始终不上套，对方终于忍无可忍，威胁
周女士再不合作，将会上门处理。周女士镇
定地说：“欢迎你们前来，我泡茶等候。”对方
听后知道自己被耍，迅速将电话挂掉。

（记者 张琛）

被骗多次
周女士见招拆招

每到七夕、情人节，卖鲜

花的商家比比皆是，不少年

轻人都会为爱人买上一束。

家住名仕绿茵园的张先生，

虽然已与妻子高女士结婚30

多年了，但每年的七夕、情人

节、生日或结婚纪念日的时

候，他都会买上一束鲜花送

给妻子，30多年从未间断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