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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晚上

9

点左右， 一辆白色现代轿车在

107

国道军韵花园东门口与一辆轿车相

撞后逃逸至

107

国道，又在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撞上一辆白色途观车后翻车。交警及时赶

到处理现场，幸无人员伤亡。肇事车车主疑似酒驾，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本报记者 马 童 摄

□

本报记者 叶 红 王 婷

通 讯 员 郑建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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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企业文化理念 爱心善举感动顾客

———记西亚和美公司员工拾金不昧事迹

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位我上者，灿烂

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时值中华民族传

统佳节———春节之际，一群平凡的西亚人，心

甘情愿地弘扬文明风尚， 身体力行地诠释着

道德规范，一个个善举令人热血沸腾，一桩桩

善事令人激情澎湃，王桂芹、徐峰、苗杰、刘劲

松，这群普通的西亚人，以“爱、关怀、感恩”的

企业理念为底色，以善念善举善行为亮色，在

提升社会的精神高度， 加厚时代的道德河床

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春节期间， 西亚员工拾到顾客丢失的钱

包、手提包、袋子数件，共计现金

35496

元，身份

证

4

张、手机

5

部、黄金项链

2

条、银行卡若干。对

于每一位失主而言，那些钱，无论是采办年货，

还是孝敬父母， 或是手机里存储的家人照片，

都是无比心痛的损失。幸运的是，这些顾客在

卖场员工的帮助下找回了丢失的财物。

西亚淮滨店员工徐峰：竭尽全力为顾客

寻找丢失钱包

腊月二十八正是家家户户置办年货、喜

气洋洋准备过新年的日子。客流高峰，淮滨

店服务课长徐峰正在收银台服务，一位大姐

匆忙过来询问：“小伙子， 我的钱包不见了！

可能是刚才在付钱的时候落下了，你有没有

看到？”徐峰立刻陪同大姐查看监控录像。原

来，大姐付款后钱包忘记拿走，被下一位结

账的顾客顺带走了。 徐峰通过消费信息，联

系上了那位顾客。

失主的钱包里不仅有上千元现金，更有

数张银行卡、身份证以及各种证件，还有一

张失主女儿初五回北京的火车票，如果丢失

的话这个年恐怕都不能好好地过了。看到失

而复得的钱包，大姐感动得一定要认徐峰为

干弟弟。

西亚和美店员工苗杰：面对“诱惑”守住

了自己的心

春节期间，促销员苗杰正在超市入口售

卖糖葫芦，忽然看见有个小推车上遗落了一

个钱包， 打开一看里面有

4000

多元现金，一

些银行卡和证件，还有一部苹果手机。她找

来同事帮忙顶岗，在广场找了一圈也没有看

到有人找钱包，走到超市大门看到有位中年

人在放置手推车的地方找东西，苗杰连忙上

前询问，一问全对上了，他就是失主。顾客拿

到钱包时非常激动， 立刻拿出现金感谢她。

苗杰只说了一句：“这是我们西亚员工应该

做的。”

生活广场员工刘劲松：拾“金”不昧

年前的一天，生活广场内采购年货的顾

客很多，刘劲松刚接班，厅内就陆续来了

6

位

顾客，这让他和同事忙得不可开交。刘劲松

在给一位顾客递外套试穿时，发现地上有一

条金项链， 是哪位顾客在什么时候遗落的？

他清楚记得，就在半小时前他刚刚清理过厅

里的卫生，当时地面上没有这件首饰。

“应该就是这

6

人当中的一位顾客遗失

的。”但到底是哪位，小刘不敢确定，为了避

免弄错，小刘将金项链送到服务台，通过广

播找到了失主。

除了前文提到的几个事例，西亚和美广

场、商城店、光山店、固始店，以及驻马店市

和确山店，但凡有西亚卖场的地方，都会有

类似的善举发生。 近期在驻马店市德裕店，

员工王桂芹深夜在寒冷的街头苦等失主

2

小

时的事迹早已被当地顾客所传颂。

西亚德裕店员工王桂芹：寒冷深夜街头

苦等失主两小时

年前，西亚德裕店员工王桂芹，晚班清

场后

9

点多回家途中拾到一个挎包 ， 内装

3500

多元现金和几枚军功章。王桂芹考虑到

失主着急会来寻找，便站在寒冷的街头守候

了两个小时， 最后她决定先把包带回去，明

天交店里领导处理。第二天，店干部清理包

里钱物时发现有失主的票据，这才联系上失

主，最后物归原主。王桂芹拾金不昧、等候失

主的事迹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

这样的善举在西亚和美公司不胜枚举，

“将心比心，真心待人”不仅是服务理念，更

是西亚人走出卖场，将“诚信有德”融入到日

常的行为准则。 零售行业是城市文明的窗

口，西亚这个窗口传播出去的是拾金不昧的

正能量，西亚人，不光要当门店榜样，更要争

做道德楷模，促进社会风气更美好。

猴 年 说 红 包

红包在人们的春节生活中一直如影随

形，个中滋味万千不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网络科技的普及，红包所代表的传统年

俗也在悄然改变，新的“红包文化”正影响着

人们的过年生活。

最经典的红包：压岁钱

过年发红包是中国传统的春节民俗之

一， 最常见的是长辈们把钱包进代表喜庆、

好运和吉祥的红纸里， 送给孩子做 “压岁

钱”。 这期间， 忙活了一年的大人们走亲访

友，给彼此的孩子封“压岁钱”，希望能把祝

福和好运带给他们。孩子们总是兴高采烈地

拿着自己的压岁钱，一遍又一遍地数，相互

比较， 他们的喜悦和满足感染着身边的人，

也让年味变得浓郁、香醇。

过年发红包的习俗在中国源远流长，人

们相信，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晚辈得到压

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清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 是这样记载压岁钱的：“以彩

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

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长辈们喜欢

到银行兑换票面号码相连的新钞票给孩子，

祝愿孩子“连连高升”。

年前记者到信阳市各大银行走访发现，

每个窗口前都排着长长的队，大多数群众都

是来换新钱的。 一位姓李的大妈告诉记者：

“快过年了，给孩子们封‘利是’，新钱吉利，

孩子们也喜欢， 我年年过年都会换点新钱，

专门留着封‘利是’用。”

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是流淌在中

国人血液里的情怀。古时孩子的压岁钱主要

用来买鞭炮、 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

西，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

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

价，添得娇儿一夜忙。”随着时代的变迁，除

了这些节日用品，孩子们还喜欢用压岁钱买

图书和学习用品。虽然新的时代赋予了压岁

钱新内容，但其中蕴含的祝福和喜悦恒久不

变，始终印刻在中国人的记忆深处，将五千

年的文化一脉传承。

传统“利是”：回归理性

新春佳节，亲朋好友相互走动，长辈给

小辈发“红包”，小辈给长辈送年礼，是传递

人情、相互关爱的一种方式。然而近年来，奢

靡之风盛行，人们看重的不再是这份“礼轻

情义重”的红包祝福，而是红包的厚度。钱放

少了会被人认为小气，钱多了又成了经济负

担，动辄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红包，让人直

喊“给不起”。

今年春节， 记者走访中发现，“给不起”

的情况有了明显改善，以往被人情和面子绑

架的红包褪去种种利益纠缠的外衣，重回祝

福、喜庆的本质。无论是送红包还是收红包，

人们都不再相互攀比，而是量力而为。

春节期间，记者就发红包走访群众，很多

人表示，现在封“利是”跟往年有很大不同。

“不用再纠结钱多钱少的问题了。”腊月

二十八， 一位在西亚超市买红包的女士说，

“今年我们亲戚朋友之间给孩子封 ‘利是’，

都不打算封太多。给孩子那么多钱，容易养

成他们大手大脚花钱的坏习惯，问他们要回

来孩子还会闹情绪。 红包也就是图个好意，

钱多钱少不是问题。”

正月初六， 息县农村信用联社一位退休

老干部告诉记者：“以前，一到过年，都是送烟

送酒送钱，有钱的送，没钱的咬着牙也要送，

人情、利益、面子都纠缠到一块儿，反而把过

年送礼的本意忘得一干二净。今年，来我家的

小孩我都包的是几十块钱。 我周围很多人也

说不多给，一两百元的红包都很少。这些好风

气应该说是这几年大力反腐败的结果。”

党中央提出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以

来，破除潜规则、打击腐败，清正廉明的政治

生态正在形成，这些新风同样吹入寻常百姓

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刹住了社

会上的奢靡和攀比之风，让优秀的传统文化

重新根植于人们心中，“利是”里蕴含的美好

祝愿和文化传承也开始回归。

网络红包：新时代的新年俗

从去年的微信“摇一摇”到今年的支付

宝“咻一咻”，春节红包在新时代被玩出了新

花样。春节浓郁的喜庆氛围和电商提升知名

度的需求恰到好处地融合，让猴年春节变成

了亿万网民疯抢红包的战场。

微信的“红包照片”让网友们大呼朋友

圈出现大范围雾霾， 支付宝提供的数据显

示，在

2

月

7

日

20

点

38

分，用户的参与热情达

到顶峰，“咻一咻”峰值达到

177

亿次

/

分钟。太

多的人抢红包甚至导致微信出现了网络错

误，无法抢红包，被众多网友吐槽“真的错过

几个亿”。春晚还跟抢红包“有机”结合到了

一起。除夕夜，支付宝“咻一咻”互动平台的

总参与次数达到

3245

亿次，是去年春晚互动

次数的

29.5

倍。

从除夕开始，记者的

10

多个微信群就被

红包游戏占领。一人发放红包，群友竞相开

抢，抢到红包的“手气最佳”者继续发红包，

如此接力，意为传递好运。

“过年收红包是大家的一个盼头儿。”正

月初五，罗山南街菜市场一王姓商贩对记者

说，“微信红包也是红包，人们都想借红包讨

个吉利。”

如今，借红包讨吉利的民俗习惯随着互

联网和移动客户端的普及，有了更广泛的延

伸。网络红包兼具商业性、娱乐性和大众参

与性。与去年不同的是，网络红包不再是年

轻人的专属特权，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也加

入到“抢红包”大战中，发网络红包成了亲朋

好友之间相互沟通、祝福的新方式。

“孩子们，快出来，我要发红包啦！”猴年

除夕， 息县城关镇的李艳一边吃年夜饭，一

边在家庭微信群里发语音消息。 群里随即不

断响起新消息提醒， 一家人体验着这别致的

幸福， 亲人们之间的距离也在这一声声的提

醒中拉近。虽然大家没有坐在一起吃年夜饭，

但其乐融融的氛围却是历年来所没有的。

今年，很多家庭都像李艳一家一样，建立

了家庭群，曾经年轻人与长辈之间的代沟，在

网络红包的热情里开始冰释。 长辈晚辈之间

不再有阻隔，一家人在一个群里，热热闹闹抢

红包，不在乎钱多钱少，大家开心就好。

网络红包是“红包文化”在网络时代的

传承，在传承中同样也伴随着革新，无论时

代怎样变迁，不变的是浓浓的年味和彼此诚

挚的祝福。

新红包的思考

低头族现象

网络红包的盛行， 为春节增

添了感官一新的喜庆色彩， 也曝

露出不少问题。 春节庞大的红包

市场成为电商必争之地 ，

QQ

、微

信、支付宝纷纷来凑热闹，而越来

越多的人也变成了 “低头族”一

员。今年春节期间，很多人为了抢

到

1

分到几元不等的红包，时刻抱

着手机，看到眼花，点到手麻，尽

管抢到的金额小，但也乐在其中。

“除夕晚上刷了一晚上红包，

才抢了十几块钱。”

90

后女孩张玲

说。对于很多网民来说，抢红包的

乐趣大多在一个“抢”字，重要的

是抢红包的过程中产生的乐趣和

参与其中的成就感。

家住浉河区车站办事处的小

王常年在外工作， 今年过年回家

本来想在家多休息几天， 没想到

却过了个异常忙碌的春节。 为了

抢到更多的红包， 他把手机电脑

放在身边，时刻保持“一级战备状

态”， 他说：“几天才抢了几十块，

而我发出的有两百多块， 我妈都

说我快疯了。”这样疯狂抢红包的

场景在今年并不稀奇， 甚至有的

家庭一家人坐在一起抢红包，不

聊天，不谈心，忽略了亲情，也扭

曲了春节回家的意义。

春节是父母盼星星盼月亮盼

来的“奢侈”，本应家人团圆，说些

知心话， 但漫天飞舞的红包已经

抢占了人们太多的时间和空间，

以至屏蔽了亲情和友情。 拿起手

机，一片热闹景象，而放下手机，

心里却一片寂寥，人与人之间，看

似多了小屏幕上的互动， 却少了

现实中的交流；多了隔空的热闹，

却少了面对面的关怀。

不要让“抢红包”抢走我们的

年味，淡化春节的主题，更要警惕

为了“抢红包”而沦为低头一族。

警惕红包骗局

猴年春节红包的彩头无疑是

属于互联网的， 新型骗术和网络

安全漏洞也随之而来。春节期间，

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 “钓鱼红

包”，让人防不胜防，有人为此损

失大量钱财。

红包陷阱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种是要求领取红包者填写姓

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私人信

息， 诈骗分子把钓鱼链接或木马

病毒伪装成红包的样子， 通过获

得用户个人信息盗窃钱财。 另外

一种是要求用户扫描二维码或者

点击链接下载软件， 同时将木马

病毒植入用户手机，控制“中招”

手机， 通过窃取的支付信息及支

付验证码短信等内容，实现盗刷，

甚至被盗刷后都不知钱已被转

出。

民警提醒大家，在抢网络红

包的时候要多长个心眼 ， 不能

因贪小便宜而提供任何个人信

息 ， 更不能将私人手机交由他

人控制。

尴尬的春节涨价

据说春节长假期间的北京满大街找不

到人，出门吃顿早饭简直和买到火车有座票

一样难。

又说春节长假期间信阳是全国增肥最

严重的城市，单凭漫游入境的手机用户估算

就超出

200

万人。

不说因为过年迁徙各个城市人口的此

消彼长，随之而来各类生活服务收费的攀升

实实在在地作用在每个人身上。

“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是多年的习俗，年

内年外理发店一时人满为患，收费也明显高

出平日。有离谱的店铺，小孩理发要收到

30

元，而平常可能在

10

元以下。同类的还有澡

堂，想必不能在家洗澡的人都能感受到进去

洗澡时各类收费的提高，一家三口洗一次澡

的费用有时要超过

300

元。

出门堵车让有车族都有领受，洗车收费

的改变难免和堵车一样堵心。相信有不少人

领教了

50

元钱一次的洗车，更不必说洗车时

的排队和洗车质量的下降。

大家都要回家过年，生活服务仍是大家都

有的需要。涨价者振振有词，买单者不胜其烦。

从绝对需要的角度看，和年货集中办到家里

就会一段时间停止采购一样，社会消费总体保持

稳定，小年理发后一般元宵节前不会再理发。

过年本来的意义是家人团聚，很多人当

作了集中消费的日子，也是助推涨价的一个

因素吧。

□

本报记者 马 童 孟 磊

□

本报记者 马 童

春节洗车费猛涨

私家车主很“受伤”

春节长假， 每一位私家车主

都会把自己的爱车洗得干干净净

出门去走亲访友。 然而每辆

50

元

或

60

元的洗车费却让私家车主感

觉很“受伤”，都大喊“伤不起”。

春节期间， 记者来到了浉河

区行政路上的一家洗车店， 上前

询问洗车价格， 洗车店人员介绍

说，现在是春节，洗车费

50

元。“平

时洗车不是

20

元吗？ 现在怎么这

么贵？”记者问道。“过年期间当然

不能和平时一个价， 我们的员工

很多都回家了， 我们留下的放弃

回老家过年的机会， 来给你们洗

车加个价也不算为过吧。” 洗车

人员说。随后记者一连询问了多

家洗车店，洗车费全部都涨到

50

元，一些大的精品洗车店甚至涨

到

60

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这些

服务行业春节涨价最直接的原因

是用工荒。临近春节，外地工人纷

纷回家， 留下来的都是为了多挣

钱，如果不涨钱，工人就会跳槽，

上涨的人工费自然是由消费者买

单。 此外， 春节期间市场需求增

加， 也让服务价格水涨船高。“别

看我们涨价涨得怪高， 其实洗车

钱都让工人们赚了， 真正能落到

我们手里的没有多少钱。再说了，

春节期间，就算贵点，大家图新年

有个好心情， 也不会计较太多。”

一家洗车店的老板如是说。

针对洗车等服务行业在春节

期间的涨价行为， 市物价办相关

人士介绍说， 这属于市场调价行

为，只要商家做到明码标价，消费

者可自愿选择。根据往年经验，洗

车行业价格上涨一般从腊月二十

持续到元宵节后， 消费者洗车可

以尝试自己动手。

“如果商家没有提前告知消费

者， 而是在消费者享受服务后，再

告知涨价，就是不允许的了，遇到

类似的情况，消费者可到相关部门

进行投诉。”这位人士提醒说。

□

本报记者 马 童

□

本报记者 孟 磊

2

月

22

日至

23

日，历

勋影视文化传媒公司 、

申伯楼民俗文化艺术展

览中心在我市浉河八景

之一的申伯楼举办“民俗

表演，猜灯谜”活动。为

期

2

天的活动中，共吸引

千余名群众参与。 主办

单位为猜中谜底者准备

了近千份精美礼品 ，大

家在猜谜活动中享受着

传统文化带来的乐趣。

本报记者 黄 颖 摄

西亚德裕店员工王桂芹将捡到的钱包归还失主王海广。 买咏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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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大意丢钱包

陈女士捡到忙送还

本报讯（记者 刘 翔）

2

月

23

日中午

2

点多，正在家午休的王先

生突然接到战友打来的电话：“老

王，你的钱包是不是丢了？”闻此，

王先生大吃一惊，慌忙翻看口袋，

发现钱包果真不在。 王先生连忙

问战友怎么回事， 战友在电话中

告诉他， 他的钱包遗失在千盛商

场门口，被一个陈姓女士拾到，现

在让他到中山南路中国银行门前

去取呢！

放下电话， 王先生才想起当

天上午十一点多， 自己到千盛商

场购买过日用品， 付完钱就拎着

东西回家了。吃过中午饭，有午休

习惯的他就睡觉了， 全然不知自

己的钱包丢了， 更不知道是怎么

丢的。

当天上午， 信阳市职业技术

学院退休老师陈女士走亲戚路过

千盛商场门口时， 发现地上有一

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有

1000

多

元现金，还有一张医保卡，但没有

失主的证件。 陈女士在亲戚家吃

过饭后，就急忙回到家中，想方设

法联系失主。她仔细察看钱包中

物品 ， 发现钱包里除了现金和

医保卡外 ， 还有一个人的电话

号码和一张药房的购药票据 ，

上面有失主王先生的名字 。陈

女士就按纸条上的电话号码拨

了过去 ， 问对方认识不认识王

先生 ，对方说王先生是其战友 。

陈女士连忙说 ：“您战友的钱包

被我捡到了 ，请您现在联系他 ，

让他下午两点半到中山南路中

国银行门前来取钱包。”

是日下午两点半， 王先生如

约来到中山南路， 老远他就看到

陈女士早已等在那里。 经仔细确

认后， 陈女士将钱包交还给王先

生。 王先生十分感动， 当即拿出

200

元钱以示酬谢，也被陈女士谢

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