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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灯会，传承千年古老民

俗。春节期间，怎么可以不

去看一次灯？

海宁的硖石灯彩传承千

年。有灯就有会，每逢佳节，

民间便自发举行迎灯活动。

2006 年，硖石灯彩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2008 年，海宁

被正式认定为浙江省 14 个

传统节日标志地之一。

今年海宁的新春灯会将

在 1 月 13 日至 2 月 5 日举

行，亮灯地点在海宁下沙奥

特莱斯。

1月13日至2月5日
海宁“江南第一灯市”亮灯

本报记者 何晟/文

图片由龙游融媒体中心提供

千年流光溢彩
新春灯会是传统与新潮的碰撞

海宁新春灯会是海宁一张靓丽的文化旅游名片。2023年

海宁新春灯会的主题为“潮海宁·灯奥莱”。

为什么将2023海宁新春灯会办在长安镇？“硖石灯彩是海

宁的文化瑰宝，要让更多人看到。”长安镇相关负责人说，近年

来，长安镇全面推进钱塘国际新城建设，作为海宁融杭桥头堡，

长安镇在地域上与杭州下沙无缝连接，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众

多新居民离开家乡在这里工作生活，同时也更能吸引杭州市民

的目光。

据悉，硖石灯彩始于唐，盛于宋，采用竹篾为骨架造型，糊

纸绘图，完全用手工针刺花纹。

往年长安灯会一直办在运河边古镇，秋赏灯会已经成为长

安百姓中秋节的习惯。“这次新春灯会地点定在潮流汇聚的奥特

莱斯，也是传统与潮流的碰撞，预示着长安从现在走向未来。”

今年的新春灯会更具现代感。这次灯会以“潮”为核心，以

“灯”做呈现，围绕“海宁潮文化、灯文化、名人文化”三张金名

片，划分“潮年、潮兔、潮人、潮流”四大板块，通过大型主题灯

组、门头灯、走马灯、硖石特色宫灯等，营造新春佳节欢乐、祥

和、喜庆、平安的氛围。

众多年俗活动等你参加
交通攻略请看好

2023 年新春灯会不仅可以看灯，还有丰富多彩的运河长

安文化旅游艺术节年俗活动：灯会现场将设置多个打卡点和相

应游戏任务，凭借“奥特莱斯年俗游园灯会地图”，完成打卡后

可获得代金券，可在新春潮年集市上使用。活动包括体验瑞兔

新年花灯制作、猜灯谜、投壶等。

需要提醒的是，游园赏灯时，要佩戴好口罩，做好自身防

护，共同守护这片璀璨灯火。

想看灯的杭州市民，开车上德胜快速路向东到底转个弯就

到了。如果是乘坐公共交通，地铁一号线文泽路站转 3185 路

公交可以直达奥特莱斯场内。

灯会期间还会有专门的接驳线路，从长安（东方学院）站到

奥特莱斯站，每半小时一班。专线运营时间：工作日 18 点~22

点；节假日、双休日12点~22点；1月13日（上灯仪式当天）、2月

5日（元宵当天）17点~22点。除夕当天停运。 本报记者 黄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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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龙游县岑山路

边，有一家吴记粽子排骨饭

小吃店。1 月 6 日下午 3 点

多，老板娘徐小庆像往常一

样，在店里忙着为晚上的生

意做准备。

这时候，原本在外头玩

耍的8岁儿子吴锦诚跑了进

来，手里拿着一个挺厚的白

色 纸 袋 ，说 是 在 路 上 捡 到

的。徐小庆打开看了一眼，

里面竟然是一沓红彤彤的百

元大钞。

眼看就要过年了，这仿

佛是天上掉下来一份大礼。

徐小庆拿着钱，一时间有点

蒙。对生活并不宽裕的这家

人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他们接下来做的一切，值

得点赞。

孩子捡到的这沓钱，徐小庆要卖一万个包子才能赚到

她叫父子俩去现场等，还发微信群找失主并报了警

“我们也缺钱，但得自己赚”

孩子捡到的这沓钱，徐小庆要卖一万个包子才能赚到

她叫父子俩去现场等，还发微信群找失主并报了警

“我们也缺钱，但得自己赚”
父子俩在捡钱处等了半小时

1 月 10 日下午，钱江晚报记者联系到了

徐小庆和她的儿子诚诚，了解到事情经过。

诚诚说，6日下午，他和小伙伴在太平路

玩，路上人来人往。两个小朋友无意中看到，

肯德基对面服装店门边的台阶上有一个白色

纸袋子，就捡了起来，好奇地打开一看，是一

沓百元钞票。他们粗粗数了一下，有 9600

元。孩子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商量一番后，

决定让诚诚拿着钱先回店里交给大人。

看到孩子捡到这么多钱，徐小庆和丈夫

一时有些紧张。“我想丢钱的人肯定有急用，

这么多现金丢了，该有多着急！”想了想，徐

小庆将捡到的钱拍了照，发到自己的所有微

信群里，问有没有人知道这钱是谁丢的。

丈夫正好也在店里，徐小庆就让他带着

儿子回到捡钱地点，看看失主会不会回来

找。但父子俩等了近半个小时，不见有人

来找。

丢钱的老人急得犯了病
下午4点多，看到父子俩没等来失主，徐小庆打了110报

警。本来她准备亲自将钱送到派出所去，但正好有外卖订单

进来，走不开。后来派出所民警来到店里，把钱带走。

晚上8点左右，他们接到派出所的反馈，失主找到了。一

听这消息，诚诚高兴得跳了起来。

钱是 80 多岁的李大爷丢的。1 月 9 日下午，李大爷的儿

子来徐小庆店里，对一家人拾金不昧的行为表示感谢，还给诚

诚送上了一个春节红包。

李先生说，临近年关，父亲去银行取钱打算置办年货，

还有给晚辈们包过年红包用。当时取了三万元，用银行装

钱的信封装了三份，担心钱弄丢，还特意放在了大衣的内袋

里。“可能是袋子太浅，有一万元还是掉了。”李先生说，父亲

身体不太好，发现钱不见了，急得高血压都犯了，“虽然报了

警，但心里没底。没想到晚上就接到电话，

钱找到了。”

“失主说，袋子里一万元一张也没少。”徐

小庆说，当时她一心找失主，没顾得上数一数

钱，“孩子捡到袋子时，里面的钱被打湿了，加

上着急，可能漏数了几张。”

李先生十分感激徐小庆一家，对诚诚小

小年纪路不拾遗的品质更是赞赏，“这样的孩

子很了不起。聊了后才知道，他们家生活条

件并不宽裕。我平时主要在杭州，但妹妹在

龙游，今后他们遇到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无论

是联系我还是我妹，我们都会尽全力帮忙。”

“我知道失主有多着急”
徐小庆一家这几年过得并不容易。诚

诚是二胎，3 岁时生过一场大病，为治病家里

前前后后花了近 20 万元，不仅花光了积蓄，

还欠下外债。因为实在凑不齐手术费，许多

陌生人还为他们捐款。庆幸的是，诚诚熬过

来了。

为了照顾诚诚，徐小庆前些年一直无法外出工作，只能在

家包粽子卖钱补贴家用。去年大儿子结婚，他们把下山脱贫

分到的房子卖了。剩下的钱，一部分还债，另一部分租了个小

铺面，开了这家小吃店，也是为了方便照顾诚诚。

店里的生意只能说一般，每天营业额也就两三百元。对

徐小庆来说，一万元等于要卖出一万个包子，或者五千个茶叶

蛋、三千只粽子⋯⋯但当儿子捧着“一万个包子”回来时，她没

有想过据为己有。

徐小庆说，在群里看到她发的消息，有熟客悄悄对她说不

要急着报警，先等等，表露出某种意思。“但经历过诚诚生病的

事，我知道失主有多着急。我尤其担心这钱是别人要急用的，

那可怎么办？虽然我们也缺钱，但可以自己赚呀。”

8岁的诚诚在读小学二年级。记者问他，看到这么多钱，

有没有想过自己留着，买喜欢的东西？孩子在电话那头回答

得很干脆：“没有，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

部分大型灯组已经装好了部分大型灯组已经装好了

捡到钱的诚诚捡到钱的诚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