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毕业后，小蒋不仅身上
有了很多东北人的生活习惯，还
给父母带回家了一位东北儿媳
妇。“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无论春
夏秋冬，只要想吃火锅就能吃
到。”小蒋说。火锅吃多了很容
易上火，小蒋也不例外。“我这牙
疼就是前段时间吃火锅吃太多
而引起的，也去医院检查了，医
生说没啥事，就是上火。俗话说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我
算是有了切身的体会了。”小蒋
说，“连续吃了好几天素菜以后，
我实在受不了了，就想吃顿火锅
解解馋，但是又怕上火，便把这
个事情告诉了我妈。”

小蒋的母亲知道这个情况

以后，立刻向几个善于烹饪的朋
友求教，他们告诉小蒋的母亲，
在家自制火锅不放辣椒并且荤
素搭配再配上一点凉茶，就不容
易上火了，并且还给她写了一份
锅底配料，让她自己照着做。小
蒋的母亲当天下午就去超市准
备了食材，并且提前给儿子儿媳
打电话，让他们来尝尝自己做的
火锅。

当晚两人下班后便相约回
了家，母子相见，做母亲的一开
口便关心儿子的病情，然后又把
向朋友要来的锅底配方告诉儿
媳，并嘱咐以后想吃就按照这个
去做，但千万要记住少放辣椒并
且荤素搭配。过了一会儿，锅内

的水渐渐沸腾起来，菜也熟了，
一家人便其乐融融地围坐一团
吃火锅。

小蒋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
刚刚咽下便对母亲竖起大拇
指。“嗯，真不错，真不错，比外面
火锅店里做得还好吃。”小蒋道。

在融洽的气氛里，一家人品
着美食，喝着凉茶，聊着家常，愉
快地用餐。“妈妈做的这个火锅
真不错，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那
种火锅能去火，反正吃完以后就
觉得牙疼好多了，今后再也不用
担心吃火锅上火了。”小蒋笑着
说。

（特约记者 金亮）

“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
是打开电脑，登录淘宝网看看最
新的团购信息，最近一个月我在
网上购物花了一万多块钱了
……”1 月 21 日，市民张女士致
电本报向记者讲述了她由于控
制不住网购的欲望，花光积蓄的
事情。

据了解，张女士是一家私企
的员工，她平时不怎么爱出门。
朋友告诉她，网上可以买到便宜
又时尚的东西，她便动了心。“刚
开始我只是买一些袜子、手套这
样的小件，后来渐渐迷上了网
购，就连衣服、电子产品这些大
件都在网上买。”张女士告诉记
者，一些购物网站经常搞促销活
动，她看到比较划算的东西就想
买，每天要是不先看一下团购信
息就觉得心里痒痒，外出办事心
里还惦记着不要错过开团时间，
生怕自己下手晚了被别人抢光。

时间久了，张女士家里堆的

东西越来越多，甚至有些东西根
本用不到，只是当时一时冲动便
买了下来。一个月后，张女士查
询账户的时候发现自己账户里
的万余元存款已所剩无几。

最后张女士表示，她要把兴
趣从购物网站转移到其它事情
上，同时培养别的兴趣爱好，多
一些社会交往和户外活动。

（特约记者 王辉）

李先生说，“最近晚上回到家
就会上淘宝网看一看有哪些地方
的年夜饭，今年想换个口味。前
几年都是爸爸妈妈做饭，有鸡鸭
鱼肉等，做法呢也是家常做法，而
现在经常在外面吃饭，无论是酒
店的厨艺还是自家的家常做法都
已经吃不出有多么好吃了。所
以，最近就和家人商量一下，吃点
别的口味的年夜饭。网购年夜饭
半成品加工一下，这样一桌别样
风味的年夜饭就能搞定了。”

王女士虽然也决定网购半成
品的年夜饭，却是因为家在外地
而孩子还小不好回去过年，再加
上两人工作较忙，所以网购年夜
饭一家三口在家过新年。“孩子太
小，我们也太忙，没法准备丰盛的

年夜饭，所以我们决定网购年夜
饭，花费二三百元就可以任意选
择，我们现在打算网购个西餐半
成品年夜饭回来吃呢。”王女士说
道。

随后，记者打开淘宝网输入
年夜饭半成品后，便出现多家经
营半成品年夜饭的商家，大多数
是套餐，十人左右的套餐价格在
二百元到四百元不等，记者看到
不少商家显示的近三十天购买人
数已经超百人了。“去酒店定个年
夜饭，一桌菜的价格比这些是只
多不少，这样把一桌菜带回家里
吃，既省钱也方便，何乐而不为
呢。”在采访中，不少市民纷纷表
示道。

（记者 李帅）

买来半成品 尝外地风味
今年年夜饭李先生要吃出新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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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家住市中区解放组团
的市民甄先生在街头购买水果
时,真钱被小贩调包换成了假
币。

据甄先生介绍，26日当天他
去峄城区办事，路过峄城区中兴
大道与福兴东路交会处时，看到
路边停着多辆流动水果三轮车，
便到其中一家摊位上想买一些
甜瓜回家。老板为甄先生称了
一斤甜瓜，甄先生递给老板 20
元钱。谁知，老板以钱上缺了一
角为由请甄先生换张新钞，身上
再无零钱的甄先生又掏出了一
张面值五十元的钱给老板。接
过钱，老板转身把钱放进了腰
包。

这时，旁边的一位摊主表
示，钱只是缺了个角又不是假
钱，是可以用的，甄先生顺手把
20元钱展示给这位摊主看，并且
说，“就破了一点点，又不是不能
用，我确实没有零钱了。”听旁边
的摊主一说，卖甜瓜的老板从腰
包里拿出一张 50元还给了甄先
生。“我给老板的钱是新的，而他
给我的钱却皱皱巴巴，我也没有
多想，顺手塞进了口袋，并且把
缺了角的 20元给了老板。”甄先
生说。“等到我拿着老板给我的
那张 50 元买东西时，却被告知
是张假币。”甄先生这才意识到，
这出“双簧戏”把自己给骗了。

据民警介绍，甄先生遭遇的

是一种名叫“缺一角”的江湖骗
术，也属于一种盗窃手段。有
时，市民付的钱并没有问题，这
张少了角的钱要么是他们事先
准备好的道具，要么是趁人不注
意的时候迅速撕掉的。

（记者 马高超）

“你的钱缺一角换张给我”

骗子演双簧 真钱被调包

家住市中区某小区的李先生身穿着卡通服装与孩子做亲子
游戏，“这样与孩子一起玩耍、做游戏可以培养小孩儿的认知和
自理能力。”李先生介绍说。 （记者 李帅 摄）

下个月就要到春节了，年夜饭是春节的重头彩。“今年想
吃一个与往年不一样的年夜饭，尝尝外地风味的年夜饭，所
以，我们决定网购半成品的年夜饭，到除夕夜再加工一下，吃
一个不同往年的年夜饭。”近日，家住市中区的李先生向记者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妈妈的火锅好吃不上火”
小蒋：放开吃不担心牙疼了

家住滕州市滨江花园的小蒋，是个火锅爱好者，因为他是在东北
上的大学，大学四年被东北的饮食文化影响。“在上大学以前，我吃火
锅比较少。但是到了东北以后我发现，每到冬季，大家都会经常去吃
火锅。”小蒋告诉记者，“因为冬天冷啊，所以大家都会吃火锅来御寒，
而我就是那时爱上的火锅。”

网购成瘾 天天淘宝
张女士月花万元购物太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