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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怀民的藏品中有一张郑州食品
厂（后更名为国营郑州食品总厂）生
产的龙虾糖包装纸，方寸之间，留存
着珍贵的记忆；另一张什锦糕点盒封
上面印着二七纪念塔图案，看到它童
年过年时吃糕点的幸福记忆就会浮
现在眼前。

祭灶过后，王怀民的母亲会带着
钱和粮票到国营糖烟酒食品商店，买
上几盒什锦糕点准备串亲戚用，再买
上一斤郑州产的龙虾糖和一斤瓜子摆
在家里让客人吃。对于老郑州人来
说，郑州食品厂出品的火车牌龙虾糖，
是甜蜜记忆的象征。在物资匮乏的年
代，龙虾糖由于口感好，被视为郑州的
拳头产品。龙虾糖作为郑州当时知
名度最高的糖果，是郑州市民过年的
标配。

“那时一盒什锦糕点售价是6两粮
票0.87元，龙虾糖每斤一块二也得凭票
买。”王怀民说，龙虾糖虽然好吃，但是
只有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获得几粒，春

节 兜 里
装 一 把
龙虾糖，
孩 子 们
就 像 拥
有了全世
界，那份
惹人羡慕
的快乐和
令人陶醉的
香甜，几乎
成为那个时
代孩子们的集
体记忆。

如今，郑州过
年的内容已经与 40
年前有了巨大变化，
但老物件依然像一面镜
子见证着时代的变迁，见证
着改革开放以来郑州日新月异
的发展，也见证着市民曾经的喜悦
与憧憬。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刘珺 文/图）我国民间素有
“春困秋乏夏打盹”的说法，论时令现
在正是三九隆冬天，按理说人们在这
寒冷的大冬天一般不易犯困。但凡
事大多会有例外的情况，这不，驾龄
10多年的河北籍老司机张先生，午后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行驶时因为突然

犯困，眨眼间就与前方大货车发生了
追尾。

1月 14日下午 1时 30分许，河南
省高速总队一支队指挥室接到报警
称，在京港澳高速 698公里东半幅发
生一起两车追尾交通事故。

河北籍司机张先生告诉民警，他
驾驶白色越野车行驶至事发高速公
路路段时，由于车内暖风开到了30多
摄氏度，车内比较暖和，他就感觉一
阵阵困意袭来。“咚”的一声响，当他
猛然被惊醒时，爱车已经追尾了前方
货车，万幸的是自己没有受伤。

河南高速交警提示：冬季开车
时，车内暖风一般开到 20摄氏度至
25摄氏度比较舒适，同时要开启空调
的外循环，经常保持车内空气新鲜。

这些藏品记录下老郑州人过年的喜悦与憧憬

那些年，过年吃个龙虾糖很高档

暖风温度开太高 开车犯困致追尾

父亲带着粮票、油票、
肉票采购年货

20世纪 70年代人民生活还不
富裕，老郑州人的家里连收音机也
没有普及，大家精神生活比较贫
乏。父亲在过年时总会带着王怀
民去看几场电影，让贫瘠的日子泛
起艺术的光芒。

“那时碧沙岗公园还叫劳动公
园，紫荆山公园叫东方红公园，门票
都是三分钱一张。”王怀民回忆，父亲
在春节前带他去国营理发店和国营
浴池，理发洗澡干干净净地迎接新
年，春节假期父母还会带他逛公园，
一家人享受一下生活的美好。

那时大米、白面被称为细粮，玉
米、高粱、红薯等被称为粗粮，一般市
民全年的主食都是粗细粮掺半，平时
吃的馍是黑白两掺的花卷馍或窝窝
头，过年时才能吃上纯白面馍。

到了过年的时候，父亲总是会
带上粮票、食用油票、肉票、副食品票
等票证，跑前跑后地想把春节期间的
饮食做得丰盛些，平常省吃俭用的母
亲过年时也不再“小气”，她会包顿饺
子、弄几个小菜，让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欢欢乐乐过新年。

春节那几天，一听说要串亲
戚，王怀民总是高兴得欢蹦乱跳，
因为到了亲戚家里少不了也是一
顿好吃好喝。

过年穿新衣大人小孩脸上全都笑开花
一年里头，春节是人们最重视

的一个节日。父辈们认为辛辛苦苦
忙活一年，就应该吃点喝点欢乐欢
乐，而过年最关心的除了吃，还有穿
的问题。

王怀民拿出几张家里保存下来的
布票，这些布票曾经是按人口定量发
的，由于数量有限，家家户户根本不够
用，那时候买衣服也好、买布料也罢，
都得凭布票购买，离开花花绿绿的布
票，想买到称心如意的衣服几乎是不
可能的事。

他讲述，20世纪70年代过年的时
候，母亲不管家里如何穷，总会想尽
办法给他做一套新衣服，而穿上新
衣服常常让他开心好长时间。那时
蓝色、灰色、绿色布料曾经流行一

时，他的衣服也是在这几种颜色中变
来变去。

当时市民生活困难，市场上
布料缺乏，老百姓的要求也
不高，穿衣戴帽不求美观，
只要保暖就行。

那时候“新三
年，旧三年，缝缝补
补又三年”这句话
也流行多年，而过
年能够穿上件
新衣服，便成为
一件应景的喜
事，大人小孩
换上新衣服
都会眉开
眼笑。

龙虾糖曾是
郑州市民过年时的标配

春节临近，老郑州收藏爱
好者王怀民展示了他收藏的
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糖标、
糕点盒封、澡票、电影票、公园
门票，讲述40年前老郑州人
过年的喜悦与憧憬。
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永森
实习生 刘地
通讯员 王保喜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