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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年味寻寻寻

本报讯 昨天晚上，杭州西湖景区

钱王祠五牌坊路口，一条栩栩如生的

龙似要飞上云端，对面大大小小金

鱼奋力跳起，卷起一阵浪花。龙身

和鱼身发出温暖的灯光，吸引众

多游客驻足观赏。

这是一个新春花境小品，名叫

“舞鱼化龙”。

作品如此出圈，是西湖景区水域管

理处设计师白琰未料到的。他的构想是，

结合龙年生肖，以钱王祠牌坊为龙门，打造一幅鲤鱼

跳龙门的场景，寓意新的一年海晏河清，四海承平，步步高升。

作品从设计到落地，花了两个月时间。其中的难点是如何

把龙塑造得惟妙惟肖。白琰画设计图时，考虑到西湖元素，在龙

头中加入了代表湖水的蓝色。图纸发往东阳厂家后，制作过程

每天都会产生新的问题，需要商讨核定，仅龙的弯曲角度就调整

了七八遍。

“这真的是一项复杂的工程。”白琰说，那两个月，他全身心

扑在设计制作中，直到最后钢结构搭设完毕。看到 3.5 米高的

龙腾云驾雾，1.5 米至 2 米高的几条鲤鱼活灵活现，他说：“辛苦

值了。”

有好奇的小朋友问，下雨的夜晚龙灯还能亮吗，会湿掉吗？

白琰表示，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防水，“灯封闭在钢结构内部，电

线也进行了防水处理”，所以雨夜仍可照常亮灯。

据悉，西湖景区各个管理处都会相继推出新春花境小品，水

域管理处的这个“舞鱼化龙”将持续展出至元宵节后。

本报记者 章然

西湖景区陆续推出系列新春花境小品

钱王祠“舞鱼化龙”
雨夜照样亮晶晶

一年一度的春节派红包仪式又将开始。该给谁发红包，给多少，怎

么给？“红包难题”又会摆在每个成年人的面前。

前两天，读者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比较羡慕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的

过年习俗，“走亲访友，家家户户都是给一包金丝蜜枣一包糖，表达了心

意还没有什么负担。”另一位读者孙先生说，一家人会去妻子的衢州老家过年，已经和亲

戚商量好，不再相互给红包。

看来，“不送红包”已成为一些市民告别过年繁文缛节的一个希冀。不过，对于更多

的人来说，红包该送还得送，关键看怎么送。

又到过年发压岁钱时，今年的新“难题”是：

对方三个娃，我家一个娃，红包怎么给
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欢迎来钱报朋友圈聊聊

本报讯 昨晚，杭州拱宸新苑小区

业主众筹的 10952 元爱心款，变成一

个个红包，送到小区保安和保洁手

中。

这次参与众筹的业主共有 88

户。其中几户多年前已搬离小区，

但一到年末，他们仍回来奔赴这个

温暖的约定。这个约定，小区已坚持

了14年。

1 月 19 日，拱宸新苑业委会发布众筹慰

问保安保洁的倡议。几年前搬离小区的翁晓霞主

动报了名，“多年下来，彼此之间的人情味浓浓，不会因为我搬离

就消失的。”她说，只要这个爱心活动继续办，她会一直捐款。

活动截止日，部分“后知后觉”的居民还想参与众筹，无奈通

道已关闭，只能展望明年的活动了。

经业主商讨，这次筹集的10952元，分为两部分开销。一部

分用于年货采购，一部分以红包方式发给保安和保洁，其中过年

留守小区的每人1130元，其他的每人800元。

昨晚的送礼活动，一些业主自告奋勇，做起了送货员。

徐大哥在小区做了14年保安。那些年，徐大哥共收到业主

送的四五双皮鞋、三四双运动鞋，过年时还能收到礼包和红包。

这些年他年三十仍坚守岗位，年夜饭都是业主们送来的爱心餐。

“杭州真好。家乡人都说，我到了一个好地方。”徐大哥说。

本报记者 章然 通讯员 徐晗翎

小区业主众筹红包年货发给保安保洁

这个暖暖的约定
已经坚持了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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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说，红包是一种人情往来，你

家给 500 元，我家回 500 元，交换来交换

去没有多大意思。“既然这样，还不如免了

红包，所以，今年我们提前约好，都不给红

包了。”

孙先生家在杭州，和衢州几户亲戚家

都有小孩。“送红包的话，万一漏了一两

个，孩子和家长难免多想，也是个麻烦，不

发红包就没这麻烦。”

张女士是金华人，她发现今年春节红

包要发得更多，“不得不考虑给红包降一

降金额。”

“亲戚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加上大女

儿就有三个孩子，当然为对方高兴。不

过，过年光这一家我就要包三个红包，压

力大增。”张女士说。

每年过年，各家父母难免要算算“成

本”，自己孩子会收到多少红包，应该回多

少。每年她都感到头疼，因为无法预知对

方会给孩子包多少钱，如果按照自己以前

给的数量包红包，就等于多了三倍支出，

如果给少了，又会不好意思。“我家只有一

个娃，对方有三个娃，我到底是按 1 个人

1000元包，还是按3个人1000元包？”

“在浙江，红包给500到1000元很常

见，给两三千元都有。如果小孩多，就要

发十几个红包。”张女士感叹，自己的收入

不高，有点“伤不起”。所以，她羡慕金华

市金东区孝顺镇那边没有过年发红包的

习俗。

“红包难题”又来了
他们都在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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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年人希望过年包红包“从简”的

同时，不少90后已参加工作，成为过年发

红包的新主力。

“过个年真不容易，我准备给爹妈每

人各包 1888 元，这是我们兄妹几个商量

好的。我还要给侄子侄女每人一个1000

元的红包。”90 后徐小姐说，她老家在温

州，而温州人历来包红包都比较厚些。

她琢磨着龙年买一些有龙图案的创

意红包，发出去可以讨个彩。

“去年用的是折叠红包，有 10 个卡

位，一个卡位夹了 10 张百元钞，递给爸

妈鼓鼓的一个，打开来是惊喜。”同是

90 后的新杭州人陈小姐觉得，过年就

是要有年味，“从钱包里掏钱塞红包，挖

空心思选个美美的红包壳，就是一种年

味。”

陈小姐最近购买了故宫博物院的文

创红包作为过年红包，“上面有柿子有喜

鹊，都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很喜庆。”

90后加入发红包的大军
偏爱仪式感

市面上部分设计新颖的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