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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本报济南4月19日讯（记
者 李飞） 齐鲁晚报微博
2 0日正式上线，登录网址：
tr . qlwb . com . cn即可注册。
在这里，您可以就热点话题
说出自己的看法，可以对晚
报提出建议和意见，也可以
第一时间发布您身边发生的

新闻，或者谈谈您对生活的
感悟。有创意的微博，我们还
将刊登到晚报上。

不同于传统博客，微博
可以通过手机即时发送，信
息发布更便利、传播更迅速、
反馈更及时，已经成为迅速
崛起的现代传媒手段。

上网登录“齐鲁晚报微
博”（tr .qlwb.com.cn）并注册成
功后，用户可以绑定自己的手
机号。除了用电脑发送博文，手
机用户还可以如下操作：联通
用户发送到10655918601，移动
用户发送到10657301017823。除
了运营商正常收取的短信费，

再没有任何其他费用。
通过齐鲁晚报微博，您

可以随意记录生活、随时了
解朋友动向、关注更多热门
话题。同时，齐鲁晚报微博欢
迎广大读者写微博评报、报
料。当您在新的一天，拿到一
份崭新的齐鲁晚报，对某一

篇新闻有什么看法，都可以
拿起手机或上网发送微博告
诉我们，我们将进一步听取
“脖友”的意见和建议，更好地
为读者服务；您碰到奇闻趣
事，也可以通知我们，报料见
报后还会有线索奖。赶快加入
吧，让我们一起织“围脖”。

齐鲁晚报微博上线啦
网址：tr . qlwb . com . cn 读者注册后可评报、报料或讨论热点话题

世博临近，历城区董家
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利用
课余时间做风筝，风筝上写
满了同学们对世博的祝愿。

视频拍摄制作
本报记者 邱志强

王桂英：A新闻 0 2版
《该让怕晒太阳的执法站到
“阳光”下》，本篇评论太精
彩了，语言风趣、幽默、恰到
好处，说中了执法的要害，
“执法怕晒太阳，关键在于
警方经济利益驱动执法经
济”，希望深入报道。

张 亮：C05版今日济
南《历下露天大垃圾箱“下
岗”》，看到这样的消息真是
让人高兴，原来臭气熏天的
垃圾箱终于快淘汰了，相关
部门真是为我们老百姓办
了实事，如果再放上压缩式
的垃圾箱的图片就更好了。

70年后重新开场，“百家宴”上村民一笑泯恩仇

“成山头吃会”想申遗
文/片 本报全媒体记者 高洪超

4月16日，威海“成山头吃会”停办70年后重新开场。当地200
多村民热热闹闹地吃起“百家宴”。以前办吃会，既为企盼生活美
满富足，又为和谐邻里关系。现在当地不但恢复这一传统盛会，还
想为吃会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吃会上，村民祭拜苍天、厚土和海神。

高富泉：离世博会越来
越近了，但相关报道很少，
我们需要从哪些方面为世
博会贡献力量，晚报可以关
注一下。

王桂英：近期晚报一直
关注青海玉树的地震情况，
没有云南旱情的详细报道，
期待相关报道。

胡箐萍：A新闻 06版
《废墟上的希望》，“家没了，
生活还要继续”，照片真实
地反映了灾区人民灾后的生
活。地震可以摧毁房屋，顷刻间
埋没所有生命，埋不掉的是人
们的希望。只要一息尚存，决不
能放弃生存的权利。加油，玉树！
李 强：A文体02版《这一

回，鲁能险些崩溃》，“2：2，大
连球员个个垂头丧气，而泰
山战将则是兴高采烈，看上
去就像鲁能泰山获得了一
场关键战役的胜利似的”，
只是打平又没赢，至于这么
高兴吗，鲁能还需在技术和
球员素质上下工夫。

1 6日中午，吃会在成
山头好运角广场举行。现场
的长条供桌两侧，一西一东
竖起“五谷丰登”、“连年有
余”两个丰收柱。“连年有
余”柱插在几盘叠放的渔网
上，柱上缀满了对虾干和各

种干鱼。“五谷丰登”柱立于
一个老式苇编粮囤子里，囤
子里堆满了花生，柱子上挂
满了玉米、辣椒和地瓜干。

丰收柱之间的长条桌上，
贴着红“福”字的面缸里盛满
了黄豆，团箱里盛满小麦，中

间则是红枣饽饽、三牲。
11点半，祭祀仪式正式

开始。三位老者端酒三酹，
分敬苍天、厚土、海神。200
多村民和外地游客在长桌
前排队焚烧香纸，并以指蘸
酒三弹。仪式简单而庄重。

祭祀结束后，大家走进
搭好的大帐篷，免费品尝
具 有 胶 东 风 味 的 渔 家 饭
菜。 4 0 桌的宴席正式开
场。

宴席就像现在流行的自
助餐，舌头鱼、小黄花、黄

瓜条……近20种海鲜和农家
菜盛在不锈钢的大盆里，再
加上大饽饽、面饼和啤酒、
白酒，宴会好不丰盛。

大家兴奋地聊着，推杯
换盏，场面热闹非凡。“以
前日本鬼子不让在成山头灯

塔周围摆宴，船老板坐庄操
办的吃会就改到他家院子
里，支起大锅，宴请乡亲
们。”77岁的李有君老人的
记忆仿佛被“激活”了，她
滔滔不绝地讲起1940年最后
一次吃会的场景。

西霞口村民田树彬、田
树成、田树贤等人参加了吃
会。他们年龄都在 7 0岁以
上，重温当年的情景，他们
都激动不已。

但除了这些老人，现场
的年轻人寥寥可数。如今的

成山头一带，知道吃会习俗
的人并不多，年轻人更觉得
吃会这个词有点滑稽，甚至
反问：“吃也能成会？”

如今，吃不再是困扰乡
民的问题，但吃会蕴含的积
极参与社会、勇于担当公共

事务、及时调适人际嫌隙、和谐
邻里关系的精神，至今都有
意义。基于此，西霞口集团
除了从今年三月三开始重开
吃会，传承这一习俗，还准
备就此申报非物质文化遗
产。

开席前要拜天、地、海

“自助餐”菜品近20种

年轻人不知吃会是啥

成山头吃会起源于何时
已难考证。不过，一本编成于
1922年的《中华全国风俗志》
显示，当时吃会的规模就已
经很大了。吃会一年一次，对
主会人来说，也是体现自家
社会地位和责任的机会。

农历三月三凌晨，乡民
会自发到大户主会人家，搬

运早已备好的猪、牛、羊、鸡
等食料到成山头。草棚野厨
内，主会人请来的几十个外
地厨师生火做饭。各村上千
男女老幼随后到齐，祭祀过
后大家便大快朵颐。

吃会开始后，闹矛盾的
村民见面，理亏一方会主动
地向对方说一句：“去年的事

就过去了哈！咱们啥也不说
了，从头开始。”对方也不多
说，各自双手捧起酒碗，互碰
一下，一饮而尽，彼此还是兄
弟。因此，在乡民心中，吃会
还有生活重新开始的含义。

1940年日军入侵荣成，铁
蹄之下民不聊生，吃会被迫停
办。

日军侵略曾致吃会停办

吃会上摆着的祭品。

村民们免费吃大餐。

丰盛的饭菜让一位女孩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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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晚报怎么办，
欢迎您发言。“开门办报”一
直是齐鲁晚报坚持的一个办
报理念。从今天起，本报全媒
体版开辟“读者评报”栏目，欢
迎拨打本报热线96706或注册
本报微博（tr .qlwb.com .cn），
就本报报道进行评报，我们
将在此选登。“读者评报”，期
待您的参与。

齐鲁晚报

请您评报

（www . qlwb . com . cn ）

读者
评报（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