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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日报8月23日讯 三十年前珍
藏的小人书，过了三十年仍然是大家
追捧的宝贝。8月23日上午，在甸柳社
区广场举行的第40届换物节上，老换
客王先生向大家讲述了自己这些宝贝
小人书的故事。

王先生的书摊前挤满了前来淘宝
的换客，大家正围在地上津津有味地
翻看王先生的小人书，其中有一些怀
旧的中年人，也有不少小朋友。王先
生告诉记者，因为怕别人注意不到，
他还特地挑了一个离广场较远的路口
摆放自己的小人书。

据王先生说，这些小人书都是自
己小时候收集的。王先生的父亲是八

级钳工，三十年前一个月的工资就有
60多元钱，“在当时父亲的收入可算
是高的了，顶三个初级工的收入”。
“我父亲每周都给我零花钱，有了钱
我就去书店买小人书，各种各样的小
人书都有。”王先生介绍说，那时一
本小人书就卖一两毛钱，“买本书的
钱都能请人吃顿饭了，那时候这些书
可都是我的宝贝，塞满了全家人的床
底”。

这些小人书王先生一直珍藏到现
在，不光有三国、水浒、聊斋这样的
名著，还有许多儿童卡通科普读物。
从王先生第一次参加换物节到现在，
已经吸引了很多喜爱小人书的朋友。

“大人小孩都喜欢我的书，好多人都
围着我问这些书是哪里来的。这些书
要是卖的话，能卖十元钱一本呢。真
没想到这些以前的宝贝，到现在还那
么值钱。不过，既然咱们参加了换物
节，还是以换物为主！如果人家实在
喜欢，又没有合适的物品互换，我有
的时候还送给他们一两本呢！”

王先生说，通过换物节，自己结
识了许多喜欢收藏小人书的朋友，大
家经常在一起交流，互通有无。“有
人缺什么，要是别的人有，下次就能
给他拿过来。就是图个乐和，也不在
乎价值是不是相当。投脾气的几个老
换客都成了好朋友了，每一次大家都
凑足宝贝，互相欣赏一番呢！”

“换物节都成了老换客最盼望的
日子了！希望咱们报社举办的换物节
走进越来越多的社区，给大家带来更
多惊喜！”王先生祝愿换物节越办越
好。

30年前的珍藏 现在依然是宝贝
昨天上午，本报主办的第40届换物节在甸柳社区广场举办
老换客拿来的小人书依然受到欢迎

济南 换物

导游遍走世界淘来的宝贝
换物节上很快就被换走了

生活日报 8月 23日讯 “今天又换出去四件东
西，我带来的小工艺品还有不少人喜欢呢。”导游孙先
生十分开心地告诉记者，自己从世界各地淘来的宝
贝，没想到拿到换物节上还挺受大家欢迎。

8月23日中午，第40届换物节刚刚结束的时候，
记者走出会场就遇到了正收拾东西打算回家的孙先
生。孙先生兴奋地说，这次换物节又换成功不少东西，
下次再从家里找点小工艺品拿来换。

从事导游工作的孙先生告诉记者，因为工作关
系，自己经常“满世界跑”，每去一个地方都喜欢收集
一些小纪念品、工艺品。家里不知不觉就积攒了很多。
“今天带来的就有越南的象牙梳，缅甸的玉石工艺品，
还有一些果脯，不到一上午就都换出去了。”
“我把这些工艺品带来，也给大家开开眼。”孙先

生说，只要不带团出去旅游，自己每一次换物节都会
过来。他还把不少参加旅游团的游客都介绍到换物节
上来，成为了忠实的“换客”。
“大家都说，在这里不仅能交到朋友，还能开开眼

界。我用一些海外的小工艺品换了一些国内不多见的
老物件，看见它们就勾起我对小时候的美好回忆，很
亲切。”孙先生说换物节吸引他的地方不仅仅在于能
够互通有无，其实更重要的是一种温馨的气氛，让人
们能够在最放松的氛围下感受到人与人直接交往的
真诚和愉悦。

11岁男孩来到换物节
过了一把当摊主的瘾

生活日报8月23日讯 以往的换物节上大都中
年人是主角，23日，在甸柳社区休闲广场举办的本报
第四十届换物节上，两位11岁的小学生却成了全场
的焦点。
“我今年11岁，叫景鹏飞（音）。我最喜欢漫画书，

马上就要上六年级了，想在这里把我看过的一部分书
换成我需要的东西。”景鹏飞小朋友开心地向大家做
着自我介绍。
“快开学了，想在新学期来临之际让他亲身体验

一下生活。”站在小景身边的景先生说道。原来，景先
生今天并不是小摊儿的摊主，他11岁的儿子小景才
是真正的主角呢。

与景鹏飞紧挨着的是另一位11岁的小摊主，这
位梁小朋友指着面前摆放整齐的课外读物告诉大家：
“我最喜欢军事了，以后想当个军人。我对这些军事方
面的书很在行的，有想换这方面书籍的朋友可以到我
这里来，我还可以给他们讲讲。”

一上午的时间让两位小朋友都好好过了把换物
瘾，也品味了一回当摊主的快乐，“这个上午别看累，
可是很值呀”！

退休老先生
咋拿着瘦身器材来了

生活日报8月23日讯 在甸柳社区休闲广场举
行的换物节现场，一位年纪在60岁左右的退休老先
生竟然在他的摊位上摆出了标有“瘦身美”字样的减
肥器材。这事儿还真是新鲜，来换物的市民们也很不
解，“退休的老爷爷怎么会摆出了瘦身器材？”一位路
过的小姑娘这样问道。

为解答众人的疑惑，工作人员来到这位退休的老
先生面前问起了这事儿。“这个呀，这个是我和老伴用
来减肥塑身的。我们老两口以前肚子上的肉都可以让
一只猫站在上面，现在自从用了它之后，效果明显多
了，肚子上的肉现在都没有了。”王先生边说边指着自
己已经接近扁平的肚子跟周围的市民说。

这下好了，不但把肥给减了，还为自己的“宝贝”
做起了免费广告，真可谓一举两得！

本版采写 记者 高俊峰 高明兴 王丽 实
习生 黄海蕾 景婧 马玉龙 孙丛聪 杨萍 陈
鹏 摄影 周青先

生活日报8月23日讯 第三十九届
换物节上，家住济南市天桥区匡山小区
的刘女士在现场手举一块醒目的展示
牌，吸引了不少市民关注，原来她是想互
换一把二胡。为了帮热爱音乐的刘女士
达成心愿，本报于8月19日专门做了报道。
稿件见报后，十几位市民纷纷打来电话，想
把自己的二胡换给刘女士，以完成她的心
愿。而在23日上午的第四十届换物节上，刘
女士想要的二胡有着落了！

“太感谢生活日报了，谢谢你们帮
我完成了心愿。”换物节刚一开始，刘
女士想要的二胡很快就有了着落。市民
张先生打算用一把新的二胡来换她的自
行车。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家里有一把几
乎全新的二胡，是从前孩子学二胡的时
候买的。“一共练了两次，孩子觉得没意
思就不学了，放在家里到现在都还没动

过呢。”
张先生前些日子从报纸上看到了刘

女士急需二胡的消息，就专门来换物节
上等她。刘女士来到现场后两人一交流，
张先生知道了刘女士家中还有辆闲置的
折叠自行车，这个消息让他十分高兴。因
为自己的孩子刚好十一二岁，让孩子骑
大人的车子不太放心，太小的车子又骑
不了，“折叠的车子高度正好”。

换物节临近结束，刘女士和张先生
互留了联系方式，约好第二天张先生带
着二胡去刘女士家里看自行车。因为两
人都是“不差钱”的人，互换也就八九不
离十了。
“你可一定得尽早啊，我星期三就要

上二胡课了。”临走前刘女士还不忘叮嘱
张先生。有了自己的二胡，再也不用看着
别人拉而自己眼馋了，难怪刘女士笑得
那么开心！

生活日报8月23日讯 23日上午，在
甸柳社区休闲广场，几个人围着赵先生
的换物小摊儿谈论得正热闹。记者走近
一看，原来大家都在看赵先生收藏的全
国各地曾经发行过的粮票！
“儿子快看看，你没见过这东西吧，

这是粮票。”“换客”欧阳女士拍着儿子的
肩膀让他看。欧阳女士的儿子今年才15
岁，对于这样一个年纪的孩子，粮票只能
从书本和长辈的口中得知，而这次来换
物节则让他有了直接的感观。

市民王先生跟老伴看到粮票后也停
住了脚步，这令他回忆起了当年的岁月，
“买馒头用粮票，买布用布票，买鞋用鞋
票。小伙子，你看你脚上穿的鞋了吗？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拿钱买鞋不好使，得
用鞋票。”听了王先生的话，大家都笑了，

小男孩更是一脸新奇的样子，认真听大
人们谈论那个曾经的年代。

王先生介绍说，他跟老伴领结婚证
的时候，拿着结婚证每人才能领一丈二
的被面儿，一共只够做两床被子。今年
43岁的丁先生对此也很有同感，“我上
中学的时候，一个星期发3斤粮票。我
们花不完就偷偷卖给那些从南山进城卖
水果的农民，他们没有票，中午要是饿
了想买个馒头吃都买不到。那时候一斤
票能卖两毛来钱儿，那些人就用钱买城
里人的粮票，然后再买馒头吃，真是太
麻烦了！”

看着这些记录着那段历史的珍贵粮
票，年逾古稀的江老先生感慨地说，
“苦日子都过去了，现在好了，有钱可
以随便买东西，再也不用粮票了！”

■换物故事

第40届

刘女士想要的二胡有着落了!
上届换物节的心愿，这次换物节实现了

“粮票的故事”您还记得吗？
赵先生收藏的粮票勾起了不少人的回忆

心愿达成，刘女士笑得十分开心。
（高明兴 摄）

年轻的小姑娘正在倾听老人讲述
那段历史。 （高明兴 摄）

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书啊！ 第一批美能达相机，古董了。

来参加换物的市民真不少。

这件古董，相中了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