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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近，除了预订一桌丰盛美味的

年夜饭之外，给家里的老老少少置办新衣

也是年前的一件大事，眼下春节的脚步越

来越近了，市区各大商场和街边潮流小店

也都抓住马年的“尾巴”搞促销，促销力度

屡破“新低”，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随着

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消费观念的变化，

市民对新年穿新衣这一传统习俗的期盼淡

然了不少。

“我们小时候那会儿，物资相对
匮乏，一年到头也舍不得买件新衣
裳，即便是家里富裕点的也只有逢
年过节的时候人才会扯上几尺布，
给孩子做个褂子，因为家里兄弟姊
妹较多，母亲总是把褂子做得大一
些，为的是来年还能穿，有时候为了
节省家里的开支，一件衣服老大穿
小了，老二接着穿，女孩子爱美就盼
着过年穿件新衣裳……”家住惠工
八区的李桂荣说，“小时候就盼着过
年，后来，年龄稍大些，条件也好了

很多，不管是富人家还是穷人家，一
到过年，都会给自己做新衣服，现在
家里条件都好了，想穿新衣服也不
是非得过年才可以买，已经没有了
以前那股迫切劲儿了。”

“过年印象最深的就是做新衣，
一进腊月，母亲就开始忙活开了，一
大家十多口子人，花花绿绿的布料
在母亲的手里很快就成了衣服，小
孩子们就眼巴巴地等着试穿，有时
候还会以替母亲干活为条件换取母
亲先做自己的衣服作为奖励。那时

候穿新衣就和贴春联一样重要，男
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期盼过年，虽然
一到过年人人喊累，但是心里、眼里
满满的尽是期盼，藏也藏不住。现
在谁也不会特意在过年这会买衣服
了，‘年味’也淡了许多，再也找不到
那种感觉了。”和很多人一样，李桂
荣就觉得对于“过年”已经没有太大
感觉了，虽然也经常会回忆起儿时
期盼新衣、盼望过年的时光，但终究
找不回那样的情怀。

中老年人：已经没有了以前那股迫切劲儿

“家里的衣服已经够多的了，我
妈可撂下话了，如果今年我再买新
衣服，她会跟我拼命的。不说远处
的，从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一月中
旬，我妈给我细细地算了笔账：2件
毛衣 286 元，一件羽绒服 528 元，一
件毛呢外套260元，还有一件兔毛大
衣488元，这还不算保暖内衣。这不
算不知道，让俺妈一算，我自己都惊
了，再看看满满的两大柜子的衣服，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败家’。”虽然明

明知道母亲说的只是气话，但说起
新年是否购置新衣时，赵潇婳还是
连连摆手，“很多衣服没穿几次就压
箱底了，扔了舍不得，不扔占空间，
有时候看着这些衣服就觉得‘头
疼’，哪还有再买的道理。”

“年轻人买衣服太随意了，想什
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买，也不分什
么过年不过年的，他们也不在乎这
个，倒是老年人还是有不少人‘讲
究’腊月廿七洗澡剃头穿新衣，这类

人群一般比较热衷选择腊月二十过
后给家里人添置过年的新衣，现在
不比过去了，盼着天天过年有新衣
服穿。现在年轻人挑剔得狠，大大
咧咧的才不和老习俗‘较真’，一来
他们自由惯了，什么时候需要什么
时候买；二来家里的条件都好了，穿
新衣也不稀罕了，过年一家人能聚
在一起就不容易了，哪还管穿不穿
新衣服啊。”从事十多年服饰生意的
老于告诉记者。

“记得我小时候根本不会向父
母主动要新衣服穿，家长们也是随
意挑件，十几块钱一件就把我们姐
弟俩哄得团团转转。但是现在，一
件孩子的衣服动辄二三百，几家的
孩子坐在一起都是在聊自己又买了
哪个牌子的衣服，有时候几个孩子
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家长们却
只能在一旁傻笑。”虽然朱女士的女
儿才 5岁，但却是个‘小人精’，小小

年纪就爱慕虚荣，一些知名儿童服
装品牌的名字张口就来。采访中记
者发现，市区各大商场的服饰专区
年前促销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与
成人服饰过年销售遇冷相比，童装
市场却迎来了销售高峰，不少品牌
的童装销量是一波高于一波。

朱女士坦言，给孩子添新衣不
应该在乎品牌和价格，而在于家人
对孩子的呵护和美好祝愿，现在可

好这‘行头’成了家长、孩子炫耀的
资本，已然失去了它的本意，其掺杂
着一些不良的行为偏离了方向，一
些宝爸宝妈感叹，新衣所承载的的
感情色彩越来越淡。采访中，有家
长表示，大人的衣服买不买都闲情，
但孩子的衣服一定要“高端大气上
档次”，孩子的“面子”一定要挣足，
有些家长甚至也乐意花这个钱。

（记者 张莉萍 文/图）

年轻人：衣服太多成“鸡肋”

儿童：好“行头”成了炫耀资本

“我的车正常转弯，谁知道后面
一辆摩托车看到后根本就没有刹
车，直接撞向我的车，随后便逃跑
了，摩托车上也没有车牌，根本就找
不到他，只能认倒霉自己花钱修车
吧。”孔女士愤怒地说起 2日发生的
一件事。

据孔女士回忆，2日下午她与好
友驾车去滕州一家饭店吃饭，到了
饭店后，由于天色尚早，朋友便提议
开车去饭店附近的乡间小道转一
转。“当时我驾驶着汽车，来到位于
蒋庄矿附近的一条比较宽的道路
上，整条道路上并没有车辆通过，由
于道路附近仅有的几家KTV还未营
业，朋友便提议还是直接去吃饭吧，
于是我打上方向灯准备掉头，在掉
头前我看到后面有辆摩托车离我还
有很远，心里想我掉头他肯定能够
看到，会从我车后面绕行，或者减速
刹车，可谁知当我车转到路中央时，
这辆摩托车直接撞向我的车门处，
而且在这期间并未刹车，就当我准

备下车想看看摩托车车主被撞到了
没有，摩托车车主意识到是他有错
在先，为了逃避赔偿，他立即驶离事
故现场。看到他想不负责任就逃跑
时，我开着车试图追上他，只见他驾
驶着摩托车开往一条乡间小道，汽
车根本无法驶入，无奈之下我只能
退出来，自己花钱修车去了。”孔女
士说。

“当时我看到他的摩托车根本
就没有牌照，附近的道路也没有监
控，甚至出现事故时道路周围都没
有目击者，根本无法找到那位摩托
车肇事车主。”孔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采访交警部门了解到，由
于农村道路机动车流动少，发生事
故后很难找到目击证人，一旦发生
交通事故，受害者举证、质证的能力
普遍较低，导致责任认定困难。目
前，我市摩托车大多在农村和城乡
结合部，大多无牌无证,保险公司拒
绝投保，上路后“见缝插针”，不受任
何约束，摩托车成了“脱缰马”，事故

频发。而农村居民收入相对少一些，
给摩托车上牌办证、投保交强险对
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加之需
要参加培训、考证,费时费力,许多人
干脆不办理,或者一部分群众交通安
全意识较差,导致摩托车无牌无证无
保险上路现象普遍。导致交通事故
频发,两轮车同载四人,无牌无证上
路、驾乘摩托车不戴头盔、酒后驾驶
摩托车现象比比皆是,导致交通事故
频发,加之大部分摩托车未年检、未
挂牌、未保险,交通事故处理棘手。

“摩托车之所以成为‘惹事’最
多的车型,与驾驶人法制观念淡薄、
交通安全意识差不无关系。由于摩
托车没有牌照，不怕被交警部门安
装的拍照装置抓拍，加之农村道路
两旁村庄多、路口多、警力不足等原
因,摩托车事故频发在所难免。”交警
部门还解释道，由于孔女士当时所
处的道路没有监控设备，而且摩托
车主并没有办理车牌，所以取证相
对来说比较困难。 （记者 苏羽）

无牌无证无保险

摩托车成最惹事车型

随着某卫视频道《奔跑吧
兄弟》的热播，节目中“撕名
牌”的游戏受到不少学生的追
捧。虽然《奔跑吧兄弟》第一
季已经收官，但这却丝毫不影
响学生“撕名牌”的热情。由
节目中衍生的一些产品也开
始在学校门口的小店铺售卖。

近日，记者在市中区光明
路小学附近的一小卖部看到
这款游戏的道具，据了解，这
个“名牌”价格在一元到四元
不等，一套里面包含背胶魔术
贴、小魔术贴、大名牌、小名
牌。用法也很简单，将背面魔
术贴和名牌用小魔术贴贴在
一起，然后再把小名牌放在大
名牌和魔术贴中间，最后在大
名牌和小名牌上写上名字贴
在衣服上即可。而且名牌采
用的是可擦材质，可反复使
用。“其实具体怎么用我也不
是很清楚，就是有不少孩子来
询问。”小卖部老板表示，这段
时间这种‘名牌’卖得特别火，
每天最少能卖出去好几十套。

就在记者采访时，一位家
长带着孩子来买“名牌”。“这
不，孩子说她班好几个同学都
买了，所以她也想买和同学
玩，还让我回家陪她玩。”刘先
生一边付款一边表示，现在小
孩都缺乏运动，让孩子多运动

运动也挺好。
市民秦女士说：“自从《奔

跑吧兄弟》开播以来，孙女就
迷上了这个节目，尤其是其中
的‘撕名牌’环节。”最近，秦女
士经常发现孩子“灰头土脸”
的却又十分开心，放学回家后
询问才知道，孩子这是在和同
学们玩“撕名牌”时弄脏的。

“我们全班几乎一半的同学都
在玩，有时一次就有十多位同
学参与。”秦女士的孩子激动
地告诉记者，课余时间太短，
一般来不及，主要是在放学后
以及节假日，他们通常会选择
在操场、小区广场等空旷地方
玩耍。

记者采访了解到，虽然
“撕名牌”游戏能让如今缺少
户外运动的孩子们奔跑起来，
但是由于撕名牌过程中存在
着大量肢体接触，有一定危险
性，不少家长也表示了担忧。
市民刘女士说，“自从看了‘跑
男’以后，我的孩子在学校经
常跟同学玩‘撕名牌’，有时候
还约同学放学以后玩。孩子
能多运动本来是好事，不过这
个游戏又撕又扯的有点危险，
有时候孩子衣服都被撕坏
了。”

（记者 苏羽 刘一单）

“跑男”游戏风靡校园
又撕又扯有点危险

春节将至，不少爱美女士
都想将自己打扮地美美的迎
接新年。美甲美发成了她们不
错的选择，而近日，记者发现
一些团购网站上面，关于美甲
美发的团购服务销量上升迅
速。近日，记者走访了我市部
分美甲店发现，给指甲“穿新
衣”的人越来越多。

“不然做个大红色吧，正
好也该过年了，大红色的比较
喜庆，您的手部皮肤也比较细
腻白皙，红色更能衬出您手部
的柔美。团购给个带图的好
评，我再免费赠送给您几颗奥
钻，大红色的指甲配上闪闪发
光的奥钻，肯定会美翻了的。”
市中区中天步行街某美甲店
主正在为犹豫不决的顾客介
绍颜色。

“您先选一下颜色，再看
看有没有想要镶嵌的钻石或
珍珠。或者银边和金边的拉线
配上也能提升几分气质。”走
访中，几乎每个美甲店都有戴
着口罩的美甲师在为顾客做
指甲。由于部分美甲店的美甲
师有限，而前去美甲的多是结
伴而行，所以常常能看到一两
位正在做美甲的顾客旁边都

有几名顾客在旁等候。
据文化路某化妆店的美

甲师介绍，“从最近几天开始
前来做美甲的人一天比一天
多，现在还不是最忙的时候，
要想做指甲最好提前做，不然
到年前人太多。”记者在采访
中发现，今年冬天的美甲生意
还不错，美甲价格从十几元到
几百元不等。

据了解，很多前来美甲的
顾客都是选择网上团购。美甲
的顾客在享受优惠的同时，还
能发表评论为美甲店做宣传。
双方互赢的结果就是美甲店
认真做指甲，顾客享受优质服
务得到美丽。“平时工作忙很
少做指甲，今天正好周末，就
想来做个美甲准备过年。”正
在做指甲的钱女士说，“我基
本上每隔几个月都会做一次
指甲，因为嫌涂指甲油麻烦，
自己涂的效果没有美甲店做
的好看，而且我感觉这家店化
妆挺好，就办了张化妆卡常来
光顾。今天我又来尝试新的颜
色了，希望大红色能给我即将
到来的本命年带来好运气。”

（记者 刘一单）

女士美甲迎春节
大红色有点“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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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穿新衣 少股迫切劲儿

手里“不差钱”想穿随时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