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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阳 报 那 些 事

最近为了查找资料，我找出了尘封已久的
1985

年信阳报合订本。信阳报是信阳日报的前身，创刊于
1984

年
7

月
23

日，至今已有
28

年。

28

年的时光如白驹
过隙。今天翻看那一张张发黄的报纸，抚今追昔，颇
感世事沧桑。

电话：摇啊摇，摇到……

信阳报的报头上“信阳报”三个字是集自鲁迅先
生的墨宝，自创刊号起使用，到

1985

年
7

月
23

日即信
阳报创刊一周年时，“信阳报”三字改为河南省著名
书法家陈天然先生的题字。

信阳报的报尾即第四版最下端印有报社的地
址、电话号码、出版周期、报纸价格等。当时信阳报社
的电话号码是“地委总机转

64

号”。这个电话号码让
我想起了当年信阳报社使用的手摇式电话机。

手摇式电话机的外观是一只黑色胶木匣子，上
面放着电话听筒，匣子的一侧有个摇把。打电话时，

左手按着话筒，右手抓住摇把往前摇。摇几下后拿起
听筒，总机问你要哪里，然后给你接通对方。

由于是人工接转电话，因此打电话常常是一件
麻烦费时的事。通信繁忙时，你抓着摇把摇啊摇，很

长时间没人理你。好容易要到了总机，总机却告诉你
对方占线。过了一会儿你再摇啊摇，很可能仍然没人
理你，或者仍然是对方占线。如果你恰巧有急事，说
不定头上早急得冒火了。

由这种摇把电话机可见当时通信手段是何等落
后，同现在的手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对摇把电
话机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只有在
有些电影和电视剧中才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

报价：零售每份四分
信阳报的零售价是：“每份四分”。现在分币早没

人用了。那么当年的四分钱有多大的购买力呢？当年
按计划供应的平价大米是

0.14

元一斤， 自由市场上
的议价米（也称高价米）大约是

0.26

元一斤。如此推
算，一斤平价米可换三份半信阳报，一斤议价米则可
换六份半信阳报。

现在的大米市场价大约是两元钱一斤， 信阳日
报是

1

元一份， 也就是说一斤大米可换两份信阳日
报。

表面看现在的报纸价格贵了，其实不然，因为按
版面计算，信阳报四开四版，信阳日报对开八版，也
就是说一份信阳日报相当于四份信阳报。 更何况信
阳日报早已是彩版，比过去的黑白版漂亮多了。

所以现在的报纸比过去价钱便宜多了。

其实还有一个简单的比较方法，即比收入。信阳
日报的报价是信阳报的

25

倍， 而现在人们的工资收
入比起

20

多年前增长何止
25

倍。

旧闻：贪污粮票，判刑
9

年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已经开始改革开放， 但计划
经济还没有消除，许多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能敞开
供应。为了买到紧俏商品，通常就要托熟人、走后门，

或者对手中有权者“意思意思”。

7

月
11

日信阳报头版有篇“新闻故事”《拒贿》，说
有人到光山县水泥厂买水泥， 送给水泥厂供销科副
科长一个装有

100

元钱的信封。 这位副科长认为，没
有计划不能给买主水泥，送礼也不行。于是副科长就
把那

100

元钱交到了厂里。从这个小故事中我们看到
了一位做事清廉的干部，也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

在计划经济时代，买水泥要有计划，买日常生活
用品，如粮、油、煤、布、烟等等，也无不要“票”。于是
有人就打起了“票”的主意。

3

月
23

日信阳报有篇报道很耐人寻味。有个粮店
开票员，利用职权之便，伙同他人贪污粮票

9

万斤（面
额），被判刑

9

年。

然而具有戏剧性的是报纸报道此案的第二天即

3

月
24

日，新华社就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明确提出国家取消
对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
食、棉花均可以自由上市自销。此后不久，粮票、油
票、布票等逐渐取消。除了收藏价值，这各种各样的
“票”无异废纸。

而此时那个贪污了一堆“废纸”的开票员在监狱
里会不会喊冤叫屈呢？

版面：稿子不过千（字）

浏览信阳报，有一个感觉，就是以报纸编辑的眼
光看，信阳报版面虽小，但信息量不小。

信阳报是四开四版小报， 比之今天信阳日报版
面小一半，版数少一半。可是每期信阳报发稿数量却
不少。比如头版，每期发稿一般都在

10

篇以上。因此
报道的篇幅都不长，短的仅有两三百字。头版头条等
重要新闻也都在千字以内。 当时报社内流行的行话
是：“稿子不过千（字），过千（字）找总编。”

新闻评论更是短小精悍，每篇多是四五百字，短的
仅有两三百字。就连“本报评论员”、“社论”这样的重要
文章也没有超过一千字的。 信阳报创刊一周年时，以
“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纪念文章仅有

400

多字。

新闻评论篇幅短可能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报纸
版面小，容不得长篇大论。二是向人民日报学习。人民
日报头版开有“今日谈”新闻短评专栏，发表的文章大
多是三五百字，文章虽短，但言简意赅，很好读。

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信阳报，它的时代局限性
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报纸版面小、出版周期长、信息
滞后、图片效果差等。然而这也正如看一个人婴幼儿
时的照片，那些幼稚、可笑处总是难免的。

喜花灿灿接新娘

在我的老家固始县， 新婚的
人家在结婚的当天去接新娘子
时，每人手里都要拿几束喜花，一
是衬托喜庆的氛围， 再就是体现
对女方的尊重。

我们那儿的喜花与别处的不
同。 全国许多地方新婚当天都有
戴喜花的风俗， 可大多数地方的
喜花一般是用绒布做成的， 有彩
色的、红色的，有插在头上的，有
戴在胸前的。 还有个别地方把贴
在家里器物上的用红纸剪成的
“喜”字、花卉和吉祥鸟图形等也
称为喜花。这些都与“花”大相径
庭了。我们那儿的喜花真像“花”，

不仅有花朵，还有花枝。花朵是用
红纸剪成的， 花枝是用竹子做成
的，先把竹子劈成人字形，做成花
枝，再在花枝上缠上绿色的彩纸，

然后再在彩纸上粘上许多红色的
“花瓣”， 这样灿灿的喜花便做成

了。 当然， 也有不在花枝上缠彩
纸，直接在花枝上粘“花瓣”的。结
婚当天， 接亲的人手中拿着一把
把的喜花，显得非常的隆重。

做喜花是有讲究的， 就是做
喜花的人是有选择的， 要么是德
高望重的老人，要么是孝顺贤惠、

生有儿子的媳妇， 做喜花不说
“做”，也不说“扎”，只说“吹”，比
如某某人家请某某去做喜花，只
能说某某人家请某某去“吹喜
花”，以示吉祥和庄重。

接亲的人到了新娘子家之
后， 要把喜花插在新娘子家的门
楣上， 或者摆放在新娘子家堂屋
的条几上，表示来接新娘子了，让
新娘子家人把新娘子送出来。新
娘子家人接到喜花后， 若没有什
么说道就得将新娘子送出来，让
接亲的人接走。接亲回来时，接亲
的人还得将喜花拿回来一部分，

以示接亲顺顺利利。

在接亲返回的路上， 还有抢

喜花的风俗， 路人们见有接亲的
路过， 会上去从接亲的人手里抢
走喜花，主要是增加喜庆的氛围。

喜花被人抢走之后， 新娘子要用
喜糖或喜烟去赎，再把喜花“请”

回来，路人可以乘机出一些难题，

让新娘子去解。 当然这些难题也
是约定俗成的， 一般情况下难不
住新娘子，只要新娘子能够放得
开，敢于答对，比如路人说“天上
一个鹅，地下一个窝，鹅下鹅蛋鹅
抱鹅”， 然后路人问新娘子：“你
说以后你抱不抱窝（‘生娃’之
意）？”实际上，这是闹新娘的另
一种形式。

新娘子接到新郎家后，喜
花就可以分发给孩童们了。孩
童们举着喜花四处跑， 无意中
扩大了喜庆的范围， 浓厚了喜
庆的气氛。

随着时代的发展， 接亲的用
具在不断地改变。现在，接亲大都
用上了车子，尽管如此，喜花还是
有的， 如果在我的老家看到一辆
车子的机盖上、车顶上、后备箱盖
上用彩带固定有许多喜花， 不用
问，这辆车肯定是婚车，是要去接
新娘的。 这种方式总比挂一些气
球要美丽得多，喜庆得多！

静静的山村

（外二首）

李玉洋

夜已安静，你把一天的疲倦摊开
静静地躺在青山月影里
让枝头一弯银月
幻化今夜一叶小舟
然后摇呀摇，酣畅淋漓地进入梦乡

你的宁静与夜色融合，在额头生长开花
苞米和高粱是健壮顽皮的孩子
围绕你，摇曳着
心底深处对黄土一如既往的眷爱

当一缕氤氲的朝烟在眉梢浮荡
你又尽情将黄土地背上
去打磨粗糙却充满血气的日子

河的圆月

河的圆月，你坐在杨柳枝头
是情怀，是诗韵，也是
从古淳厚至今的风景
一座古朴的农家小院
便点缀在风景里

劳作一天的人，洗掉汗渍和疲倦
躺在大树下的竹床上
你透过斑驳的疏影
轻轻抚摸他的梦境
浑圆而又恬淡

你笑了，跳下枝头
扑进清粼粼的河里
将自己洗得更加洁白不染

采桑葚的女子

你走进桑林
走进郁香四溢的春韵
脸上那一抹娇羞与莺啼缠绵
在这紫色的季节
历史与传说一起醇厚浓郁

风静静地吹，花细细地开
你的身影和动作展开季节情怀
甜美得不需要擦洗
并以画的方式
粘贴在日子的笑脸上

此时，你也变成一粒桑葚
高高地挂在枝头，

信阳的春天，又多了一分
娇艳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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