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多个国家的钱币共52张

过年送外币红包好看能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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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记者 王晨曦）随着
春节临近，很多人都开始忙碌起
来，打扫卫生、置办年货，为即将
到来的新年做准备。最近，家住
市中区某小区的韩女士就开始利
用空闲时间收拾起家里的卫生，
可收拾出来的一些旧东西却让韩
女士犯了难。

每年年底韩女士准备年货的
时候，会买很多装饰品放在家里，
用来烘托喜庆的气氛。“前年过年
的时候我买了很多小红灯笼挂在
我家的灯上，都是些很小的塑料
灯笼，也不会亮，但红红的颜色让
家里很有气氛，看着就让人心情
舒畅。”韩女士说。因为当时看着
家里挂着红灯笼特别喜庆，所以
去年过年的时候她把那些旧的红
灯笼拿下来扔了，又买了些新的
挂在灯上。

“今年打扫卫生，我把那些灯

笼都拿下来想扔了，可看看也不
是很旧，只是表面有些灰尘，我用
抹布擦了擦，马上就变干净了，和
新的一样。我就想还挺新的东西
就这样扔了，再买一些一样的挂
上去是不是有些浪费？”韩女士
说。

不光灯笼，每年过年她都会
买一些装饰品放在家里，比如生
肖挂件、玩偶还有中国结等等，而
每年年底又都会扔了再买新的。

“那些东西不买吧，家里就和平时
一样，一点过年的感觉都没有。
但是买了吧，也就新鲜新鲜过年
那几天，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没什
么新鲜感了，这样每年买每年扔
的，实在是太浪费了。”韩女士说。

韩女士说她打算把家里的灯
笼和其他的装饰品都擦干净再挂
上去，可家里人都说过年本来就
是辞旧迎新的，那些小东西也值

不了多少钱，过年不买新的还挂
着旧的，总感觉挺别扭的。“虽然
东西都不值多少钱，但好好的东
西扔了多可惜。不扔再买新的家
里也放不下，可不买吧好像又没
有过年的感觉。唉！真不知道该
怎么办才好。”韩女士颇有点为难
地说。

辞旧迎新 家中饰品“变脸”
韩女士：扔了浪费可又无法再利用

晚报讯（记者 王晨曦）“我
老伴儿心脏不好，夜里有点动静
就睡不着，自从楼上搬来了新的
住户，这白天夜里家里就别想安
宁，差点把我家老头子气得犯
病！”家住市中区某小区的赵老太
说，因为和楼上的住户闹别扭，她
找到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来诉
苦，希望能解决烦恼。

话说楼上楼下，抬头不见低
头见，什么事情都好商量，怎么就
吵起来了呢？居委会工作人员经
过了解得知，楼上住的李女士离
异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她在超市
上班，每天回家较晚，而且住的是
顶楼，一天的劳累再加上爬楼梯，
到了家里已经很累了，来不及歇
脚换鞋，就得洗衣服打扫卫生，再
哄孩子睡觉，也很不容易。

本来回家就晚，而且弄出响
声，楼下的老两口也多次找她反
映这件事，她刚开始还挺注意，到
家就换拖鞋，但时间长了也就忘
了，楼下赵老太一开始心平气和
地找她说话，时间长了，见她后说
话的语气也不好了。李女士也是
很要面子的人，吃软不吃硬，因此
有些逆反心理，就故意制造声响，
而且李女士家铺的是木地板，高
跟鞋踩在上面，传到楼下的噪音
异常刺耳。

楼下的赵老太和老伴儿的孩
子们都在外地工作，平时没人照
顾，实在是受不了楼上的声响，多
次提意见对方也不听，心脏难受
得受不了。于是赵老太就拿了一
根棍子，在屋内捅天花板，但这招
对于楼上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只

能惹得自己一肚子气。
前几日中午，赵老太去楼上

和李女士再次提意见的时候，两
人话不投机吵了起来。邻居们都
闻声赶过来，并对她们进行劝导，
希望李女士体谅老人，在家里穿
居家拖鞋，赵老太也要体谅年轻
人，注意沟通的方式方法。事后
两家都表示相互体谅。

楼上高跟鞋踩地板 楼下用棍子戳天花板

快过年了邻里别伤了和气

晚报讯（记者 孙雪）“最
穷的时候到了，是朋友的给我
发 5元，喜欢我的人就发 5.20
元，爱我的人就发 13.14 元
……”临近春节，除了各种祝福
短信外，许多市民的微信“朋友
圈”都被索要红包的信息刷
屏。不少信息发布者借此获得
不菲的红包收入，但质疑声也
是层出不穷，更有人将这些信
息发布者称为“微信乞丐”。

近日，家住立新小区的市
民秦先生说：“从元旦开始，每
天总能收到一大堆以各种名目
讨要红包的信息。比如，有人
说天冷了想买秋裤或买件棉
袄，还有人说想对她表白就给
她发红包，还有人说过节了请
发个红包这样直接要的形式等
等，这五花八门的理由，让我也
是无语了。”

通过采访，记者总结了一
些讨要红包的方式，典型的就
是“节日版讨红包”，将各种节
假日作为噱头，群发“讨要过节
费”。还有就是和友谊、情感挂
钩的。比如“你给我发个微信
红包，我会附带红包截图到朋
友圈，说明你是谁，和我什么关
系，我对你的感觉！”除了利用

节日讨红包、利用友谊求红包，
更有直接坑骗讨红包的。

提到在微信上被讨要红
包，不少人直言很反感。家住
朝阳小区的陈先生说，他的朋
友圈最近几乎快被讨要红包的
信息刷屏了。一开始，他也觉
得很好奇，由于对方是自己的
好朋友，就给发送了一个红包，
后来发现越来越多的不熟悉的
人也在“讨红包”。

市民李女士说，她前些日
子也玩过这样一个“乞讨”的游
戏，开始觉得不好意思，后来看
到不少朋友都发了，她也就试
了试。“发个红包，截图发朋友
圈告诉对你的印象”，第一次玩
微信‘乞讨’，结果却让她出乎
意料，150多位微信好友给她
发了红包，一上午就收到了
100多元。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微
信红包从最初的“礼尚往来”到
如今的“红包接龙”，越来越玩
变了味。在此，本报记者提醒
广大市民，微信红包可以抢，但
千万别较真，凡事得有度，抢红
包可以，但前提是不影响友情、
家庭、工作，切勿利用微信红包
从事违法犯罪行为。

群发讨要“过节费”

“微信乞丐”惹人烦

晚报讯（记者 李帅）家住市
中区的王女士早早地准备好了晚
饭，这让下班回到家后原以为还
得等一会才能开饭的儿子和儿媳
颇为不适应。“前几天都回到家
后，妈妈才开始做饭，今天怎么这
刚进门就能吃上饭了。”王女士的
儿子说。

“赶快给你们做好饭，我也能
够早些吃饭，饭后休息一会，才能
出去跳广场舞啊。”听到妈妈的话
后，王女士的儿子才明白，原来因
极寒天气停了一段时间的广场
舞，现在又开始跳了起来。对于

老妈跳广场舞，王女士的儿子还
是非常赞同的。

前几天的大雪低温天气，户
外根本无法呆人，所以王女士就
不再出去跳广场舞了。在家里吃
完饭后，她就开始坐在沙发上看
电视，一直看到晚上十点多。这
一个多星期不运动，浑身感觉不
舒服。这两天气温也回升了很
多，王女士便想着可以出去跳舞
了。“这不，今天刚想着是不是可
以出去跳广场舞了，我们一起跳
舞的伙伴们就给我发来微信了，
说今天晚上可以出来跳舞了。所

以，我才早早准备好晚饭，以免晚
饭吃得太晚出去跳舞不舒服。”王
女士说。说是跳广场舞还不如说
大家聚在一起活动身体，锻炼一
下呢。在小区外面的一个小广场
上跳舞，也不会扰民。

在光明东路附近，能看到三
群跳广场舞的市民，“上个星期实
在是太冷了，实在是无法出来跳
舞，这不这两天温度有明显的上
升，所以，憋了一个多星期的市民
纷纷出来接着跳舞。锻炼锻炼身
体，活动一会感觉特别舒服。”一
位跳广场舞的市民说。

极寒天过后 广场舞又起

大妈们，锻炼身体莫扰邻

晚报讯（记者 张琛）过年压
岁钱年年少不了，家里的小朋友
们都在期待着。最近，有很多家
长去银行换些新钱做准备，而如
今过年压岁钱给外币成为一种时
尚，风靡微信朋友圈。

“过年包二百元红包拿不出
手，怎么样变得高大上。52张外
币带回家有面子又好看，别人不
懂觉得很值钱，懂货的更喜欢，比
较稀少，一共二十多个国家，包括
越南、柬埔寨、缅甸、朝鲜、克罗地
亚、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埃及、塔
吉克斯坦等，一共 52张全部真
钞，假一罚十，可以去银行鉴定，
能让小孩增长知识，可以收藏。”
在微信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家住
市中区建设路的刘先生就定了
10套，一套售价200块钱。

“看到朋友圈有人发这些外
币感觉很新鲜，我还把图片放大

认真地辨认了一下有哪些国家
的，可是我知道的不多，就看出来
三四个国家的。过年当红包送给
家里的孩子们一定很有特色，小
孩也会喜欢。我儿子今年 6岁，
教他认识一下这些国家的钱币也
是不错的。”刘先生说。

作为长辈过年给家里的孩子
们发红包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年
年都是如此，如果今年换成外币
就会显得更有意义。微商小黄一
直是卖儿童用品的，现在发现了
这个商机，目前已经卖出百余套
了。小黄介绍说：“快递马上就要
停了，估计这是年前的最后一次
发货了，要这套外币红包的顾客
特别多，我正忙着一个一个统计，
可别给人家算漏了。”就在记者和
她说话的这一会儿，小黄仅剩的
一套外币红包也被朋友拿走了，
没办法，她只好再多定两套了。

外币红包在微信上很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