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甲午年正月十五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双节同庆新口味汤圆俏销
随着元宵节的到来，近日记

者走访各大超市了解到，各种口

味的汤圆开始俏销。为庆祝“元宵

节”与“情人节”的邂逅，商家纷纷

推出巧克力、水果等口味的汤圆，

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眼光。

在市区部分超市，记者看到

冷柜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汤圆，

除了传统的芝麻馅、花生馅、豆

沙馅的汤圆以及无馅汤圆外，商

家还推出了巧克力、水果、八宝、

鲜肉等口味的新式汤圆，让市民

有了更多的选择。超市一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今年元宵节、情人

节恰好在同一天，新口味汤圆受

到不少年轻人的青睐。

“今年元宵节与情人节双节

同庆，正好商家推出了巧克力馅

汤圆，我就给女朋友买了两袋，

这样可以‘双节’一起过，既浪漫

又实惠。”正在超市买汤圆的小陈

说。

“我买了两袋芝麻馅的汤圆、

两袋豆沙馅的汤圆以及一袋水果

馅的汤圆。”市民王大妈表示，传

统馅料的汤圆虽然最有味道，但

小孩子都喜欢新鲜玩意儿，顺便

给小孙女买了一袋水果味的汤

圆。

记者还注意到，今年市场上

汤圆不仅在馅料上有所创新，价

格上也有所区别。超市内的汤圆

一般按袋销售，500克一袋的无

馅汤圆不超过 5元钱，500克一

袋的芝麻馅等传统口味的汤圆5

至 10元，320克一袋的巧克力、

水果、八宝等新口味汤圆则需10

元至20元。 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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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们想在本月14日

那天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现在来

预约一下，请问需要准备哪些材

料？”12日，记者在市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采访时发现，现场除了前

来办理当天结婚登记手续的新

人外，还有不少年轻男女前来预

约2月14日登记结婚事宜。今

年，元宵节“撞上”情人节，又是

“两头春”，要结婚的新人都盯上

了2月14日这个好日子。市民

政局婚姻登记处副主任孙越峰

告诉记者，为了迎接当天可能出

现的结婚登记高峰，他们已准备

好应急预案，在当天提早开门，

并增开服务窗口。

元宵节和情人节的“喜相

逢”19年才能碰到一次。今年元

宵节和情人节恰好在同一天，不

少新人们早就盘算着在双喜临门

的日子，成为“有证一族”。在登记

室内，戴先生和谢小姐按照工作

人员的要求认真办理着相关手

续，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本来想

在今年1月3日登记结婚，因为

‘201413’谐音‘爱你一世一生’，

不过后来还是决定选在 2月 14

日，因为元宵节和情人节在同一

天，更是好彩头。”戴先生笑着

说。

据了解，为了方便青年男女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避免登记时

出现拥堵现象，婚姻登记处从节

后开始便接受2月14日结婚登

记预约。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提

醒青年男女，赶好日子也要理性，

不要扎堆。只要两人相爱，天天都

是好日子。 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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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即将结束，不少家长反映,家里放松了

一个寒假的孩子正为如期完成假期作业忙的马

不停蹄，甚至有些学生聚集在一起或利用网络

互抄作业，对此，家长们十分反感。那么到底是

什么原因使这种互抄作业现象变得十分普遍，

什么样的作业才是孩子们喜欢的？记者对此进

行了调查。

互抄作业现象较普遍

春节过后，市民陈女士发现一个奇怪的现

象，家里连续三四天都会有儿子的同学找上门，

几个小孩关在小房间里，叽叽咕咕一关就是几

个小时，儿子小海还言明不许人打扰。“起初，我

以为只是小孩在看电视，就没放在心上，可前天

晚饭后我提出要检查他的寒假作业，发现一本

寒假练习册，几天前只做了1/3不到，两天里已

全部做完。”陈女士告诉记者，不知道这些答案

儿子是怎么填上去的，而且一检查对得还不少。

后来细问之下才知道，作业都是这几天儿子与

同学在家里互相之间抄袭得来的。”陈女士说，

得知这样的情况，心里很气愤，当晚就狠狠打了

孩子一顿。

与小海完成寒假作业方式不同的是，在农

村某高中上高一的男生小赵，这两天正忙着在

电脑上完成寒假作业，采访中，他向记者透露了

一个秘密，为了顺利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寒假

开始之前，自己就和班上几名要好的同学想了

个办法，在网上建一个班级QQ群，每人负责写

一门寒假作业，开学前，利用QQ网络视频的方

式，将大家所写好的寒假作业集体放在网上互

相抄，这样既方便也省时间。

记者随后又采访了部分中小学教师，他们

反映，每学期开学后，批阅学生假期作业，都会

发现有一部分孩子的作业错题几乎一模一样，

显然这其中有相互抄袭的可能。记者在网上通

过百度搜索也发现，近年来，学生这种集体抄作

业的现象并不稀奇，每到寒暑假开学前夕，都有

媒体爆料学生在公众场合集体抄作业被老师或

家长当场逮着的情景。“现代社会科技手段这么

发达，电脑、手机各种先进手段都可以被孩子利

用，特别是一些初中和高中孩子，通过互抄的方

式完成假期作业的现象更为普遍。”市区某高中

学校教师告诉记者。

作业多且复杂是主因

假期作业本是老师为了让学生在放假期

间，通过做题达到进一步巩固已学知识的一种

手段，可为什么会变成学生的负担呢？采访中，

许多学生和家长们都坦言，学校给孩子安排的

假期作业量多且较复杂是重要原因。

在与陈女士聊天中，记者了解到，这个寒

假，小海班上的老师给他们布置的寒假作业包

括：完成一本寒假练习册，做完一套数学和英语

真题，三天写一篇日记等。对此，陈女士说：“寒

假总共也就是20至30天，这期间，孩子还要跟

着家人走亲访友和参加一些酒宴，所以，要他们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多的寒假作业确实

有些困难，我们有时候明知道孩子写出的那些

日记都是在开学前几天东拼西凑而来，也只有

教训几句作罢。说实话，这种抄来的作业，还不

如不写。”

初三学生小杜也表示，平常的学习本就很

辛苦，原以为趁放假可以放松一下平时紧绷的

神经，可寒假里，自己不仅要参加父母给自己报

名的各种补习班“恶补”学科弱项，还要腾出时

间完成那么多的假期作业，时间真的不够用。

“那么多复杂的题目，抄起来都很麻烦，更别提

自己单独完成了。”小杜牢骚满腹地说。

多点“生活味”的作业更受欢迎

什么样的假期作业才受学生和家长们的欢

迎呢？记者经过多方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市

部分中小学校给学生布置的具有实践性、操作

性的作业很受欢迎。家住通湖路的黄女士告诉

记者，自己女儿在市实验小学上二年级，今年寒

假期间，学校给女儿布置了一些特别作业，如利

用假期陪同父母上街购置年货；积极和同学去

福利院、去社区做义务劳动等，这些假期作业对

于孩子来说，既容易完成而且也不会花太多时

间。

卸甲镇中心初中教师徐和鑫也告诉记者，

今年寒假，该校除了给学生布置少量的书面作

业外，还专门给孩子们布置了一份“亲情”作业，

即：向长辈拜一次年，对长辈说一句感谢的话，

给老师发一条祝福的短信，帮长辈彻底打扫一

次家庭卫生，阅读一篇孝敬长辈的文章或故事。

徐和鑫说，作为一所农村学校，许多孩子的父母

都常年在外打工，春节回家团聚，给孩子布置这

份作业，能够很好地鼓励孩子和亲人之间进行

亲情交流，更可以培养孩子的良好道德品质。

采访中，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学习是个连

贯性较强的积累过程，假期中，教师给学生合理

布置书面作业是必要的，像市实验小学、卸甲初

中这种给学生布置一些具有“生活味”的作业非

常值得肯定，它不仅能让学生从单调乏味、低效

重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还能让学生有机

会接触自然、接触社会、了解社科民情，培养学

生做一个“有爱心、懂感恩”的人，这才真正是一

举多得。 管玮玮

《国邮手册》的话题

日前，我市耄耋之年的老邮迷左

骏先生（本报曾于去年以《一言难尽说

集邮》予以报道）来电告知，他在家中

找出一本发行于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

日（1944年），由著名集邮家马任全先

生主编的《国邮手册》。记者立即赴左

老先生处采访。

这本70年前的《国邮手册》，由国

粹邮票公司出版。手册长11厘米，宽

8.5厘米，厚1.5厘米，是本典型的“口

袋书”。而且，封面、封底为羊皮质材，

不易磨损。书的封面正上方印着红色

的行楷书“国邮手册”4字，下方也印着

4个行楷书“马任全编”。

现在向读者介绍《国邮手册》主编

马任全先生其人其事。

马任全（1908—1988年），江苏常

州人。他的父亲马润生是我国民族工

商界一位极富有开拓精神、卓有成就

的企业家，先后在上海、常州等地创办

过纺织厂、铁工厂和石粉厂，为发展我

国的民族工业作过贡献。

马润生先生闲暇时爱好集邮，马

任全受其影响，于学生时代就迷上集

邮，日后主要收集清代以来我国发行

的各种邮票，并且十分注重对邮票资

料的收集和整理。他于民国三十三年

编写《国邮手册》。两年后再版时增加

了“苏区邮票”和“解放区邮票”（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革命根据地或建

立的人民政府发行的邮票）。

后来，马任全又于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编写出版中英文合刊《国邮

图鉴》，被世界各国集邮人士公认为是

清代和中华民国时期邮票的最佳目

录，是介绍中国早期邮票最为完备的

集邮必备工具书。因而，此书被誉为

“马氏国邮图鉴”，简称“马氏图鉴”。

马任全先生曾当选中华全国集邮

联合会副会长，并分别于 1956年和

1981年，两次向国家捐赠他花费毕生

精力收集的珍罕邮品，有些邮品可称

为是世界孤品。从以上介绍得知左骏

先生手中的《国邮手册》是第一版，属

“原创”本，因此显得尤为珍贵。现在向

读者介绍左骏先生珍藏的这本《国邮

手册》的来历。

据左骏介绍，这本集邮工具书是

他的同学汪崇焕赠送给他的。左骏说，

汪崇焕是他在连云港新浦小学读书时

的同学。到1945年4月收到他赠送的

书时，已分别多年（那时左骏在日本人

统治的华北电业营业所工作）。动荡的

战乱岁月，收到童年时代小伙伴的礼

物，备感亲切！几十年来，左骏工作多

次变迁，德国老牌照相机等心爱之物

也曾忍痛割爱。然而，这本记载着纯真

同学之情的书从未放弃过。

再将话题转向70年前第一版《国

邮手册》。马任全认为，那时集邮之风

日盛，国人之嗜此者亦多。可是，我国

的邮票“陆续发行者多不胜数，真所谓

浩如烟海，令人目迷，不知适从，故集

邮家之于目录，允宜人手一册，按图索

骥，不可须臾或离。”同时，马任全还感

到坊间的国邮目录内容较繁，难作准

绳，而且又不便携带。因此，遂决定编

辑一本可随身携带的《国邮手册》，让

集邮者随时都可对“国邮”一目了然。

《国邮手册》所收邮票资料由我国

第一套清朝光绪四年（1878年）发行的

海关“大龙薄纸”开始，直至1944年书

籍发行时止。《国邮手册》对每套邮票

的发行背景及其变异特征、鉴别方法

和时价均有介绍。它的可贵之处已不

同于单纯的邮票目录。

另外，书中还附有许多有效信息。

例如“邮人通讯录”（共 76人）。我们

从中认识到许多享誉世界的华人集

邮家：陈赓伯、张包子俊、王纪泽等。

我们还看到了如今已97岁高龄，至今

还活跃在我国邮坛的不老松———郭润

康先生；我们还了解到，在 70年前，

汪景文先生在扬州东圈门 36号开了

家“世界邮票社”；我们知晓了泰县艺

鸣邮票社的宋和鸣先生编写的《集邮

散记》……

各位读者，如果你认为《国邮手

册》距我们的时代较远，那么，现在有

必要介绍《国邮手册》主编马任全先生

的二公子马佑璋先生与高邮之“邮”的

渊源。

去年第六届中国邮文化节期间，

马佑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欣喜地

说，他是应邀出席邮文化节的50多名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中，来邮次

数最多的一人。1992年4月，身为省邮

协副会长、省集邮学术委员会主任委

员、国家级邮展评审员的马佑璋，应邀

来邮讲学。从此，他便与“邮”结下不解

之缘。

当年，马佑璋的集邮讲座对略显

闭塞的高邮集邮爱好者来说，可谓是

醍醐灌顶。他的指导，使邮迷们分清了

什么是邮政用品，什么是有害邮品，什

么是集邮的有效信息。听了马佑璋的

讲座，许多集邮爱好者十分感慨地说，

今后再也不做“毁封取票”的傻事了！

20多年来，不管是我市首部晋京

参加由中国宇航学会、中国航天集邮

协会等主办的“’92国际空间年航天专

题邮展”邮集《竞争与合作》（作者：金

飞声），还是首部参加省邮展的青少年

邮集《船》（作者：圣刚），还是在去年泰

国举办的世界邮展中获镀金奖的《鸽

子》（作者：刘建东）等多部邮集，都曾

得到了马佑璋的指导与帮助。

2009年，马佑璋还完成了一件他

以此而自豪的事。他为其父马任全先

生于1987年的新编本《中国邮票图鉴

（1897—1949）》予以重新修订，并由江

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新版《中

国邮票图鉴》从4个方面对原著进行

了修订。这对有志于收集和研究新中

国成立前发行的我国邮票的集邮爱好

者大有裨益。

这就是《国邮手册》引出的话题，

这也可引以为是邮乡人与《国邮手册》

的一段佳话。 杨勇 任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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