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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垦利街道派出所社区民
警对辖区烟花爆竹网点展开拉网式
安全检查整治行动。确保每个销售点
处于安全环境中。出现危险情况时商
户也能及时处理。图为民警检查一家
销售点消防器材。

本报记者 王超 通讯员 刘
柯娜 摄影报道

防火于未“燃”

本报2月5日讯(记者 段学虎 通讯
员 徐野) 5日，记者从东营区安监局获
悉，2015年春节期间全区烟花爆竹临时销
售共有248户商户获批。另外由于市场报名
人数少，南一路烟花爆竹临时销售市场(位
于西三路东侧)取消，临时销售市场减少为
22处。记者统计往年数据发现，烟花爆竹
临时销售商户数目连续两年下降。

“本次烟花爆竹临时销售报名采取自

愿原则，截至4日，共有248户商户通过审
核，取得临时销售资格。”东营区安监局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城区居民分布，为
方便市民，与去年相比，今年原计划增加
两处烟花爆竹临时销售市场，但是由于南
一路临时市场报名商户数目不足，决定临
时取消。记者梳理往年数据发现，2013年临
时销售商户为280多家，市场20处；2014年
临时销售商户263家，市场21处；2015年临

时销售商户为248家，市场22处。整体上市
场数目增加，但总的临时销售商户数目一
直减少。

不少烟花爆竹临时销售商户认为，市
民环保意识增强，让鞭炮这一中国春节的
标志性物品变得十分尴尬。“近年来，环境
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几乎每年春节
前都会在社会上引起花怒境保护的热议，
从鞭炮销售数量上近几年就能明显感觉

得到。”一位曾经从事过鞭炮临时销售的
商户刘先生告诉记者，“商户信心不足，虽
然有回收的制度，但是不赚钱，谁愿意每
天待在鞭炮大棚里守着？”

“从销量上来看，与往年相差并不是
很大，但是商户的数目存在一个轻微下滑
的趋势。”安监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管理规范和本着便民的思路，烟花爆竹临
时销售市场的设置却越来越人性化。

中心城区烟花爆竹临时销售点明日开业
248家商户获销售资格，南一路临时销售市场取消

生活在东营的都市异乡人在奋斗中等待着羊年的到来

趁年底儿多赚点钱
“给一年没见的娃买点东西”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春节，是中
国人一年当中
最重要的日子，
不论多忙、不论
多急，只要有时
间，就要回家过
年。而在东营，
也有这么一些
特殊的群体，他
们身在异乡打
拼赚钱，有些人
甚至一直忙到
除夕的前一天。
但是他们仍然
会选择赶在春
节前回家。

接家人来城里过年

在东营过春节也挺好

相比于老罗，同样做小吃生意的刘大(化
名)就幸福得多，来东营几年的打拼，他现在已
经把东营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乡，“前段时
间把父母、妻子都接过来了，今年过年在哪都
一样。”

刘大在东城一处小吃市场做着自己家乡
的小吃，虽然花样不多但是价格便宜，“多的时
候一天能卖两千多块钱，自己能剩千把块钱。”
刘大告诉记者，他决定把自己的小吃摊坚持到
腊月二十八，“父母、妻子、孩子都被我从安徽
老家带到了这边。连我老家的弟弟也跟我来这
边做小吃生意了，不回家也一样过年，亲人都
在这边。”刘大说，现在到底回不回老家过年，
还要和家人商量一下。“对我来说东营越来越
有家的感觉了。”

随着春节将近，街上的小吃摊开始变少，
“都准备回家过年了。”刘大说，他想趁着这个
机会多赚点钱，“在城市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窝，才算真正的家。”几年来，刘大先后辗转东
营多个地方做小吃生意，“东营的发展很快，居
民都比较富裕，外人人口也多，只要肯出力气，
自己就能过得好，那样春节才过的有意思。”和
记者说话间，刘大的烤炉铁板上的煎蛋滋滋作
响，刘大泛着油光的脸上带着些许的疲劳，但
也同样洋溢着喜悦和幸福。

老罗三姐妹晚上一起出来摆摊。 本报记
者 段学虎 摄

出来做生意就是为了多挣点钱
回家过年心里才踏实

老罗是河南人，她和丈夫是全国千万进城
务工人员中的一员。现在，她在东营经营着夜
间小吃摊的生意。来东营四年多她回家的次数
有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一年只有春节前回趟
家。”老罗告诉记者，其他两个好姐妹同样也做
小吃摊生意。

“我们这个活，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们正好
是最忙的时候，一般干到半夜2点多，才撤摊回
家。”老罗她们三人在东城一条主干道附近经
营着夜摊小吃的生意，“主要是一些下夜班的
或者晚睡的年轻人来光顾我们的生意。”在老
罗她们做生意的这一片区域，她们三个人做着
同样的小吃——— 炸串，“大家赚的都是辛苦钱，
大晚上的三个人在一块忙活，有个说话的，不

孤单，也不害怕。”老罗说，这个城市里，做夜间
小吃生意的，他们相互之间都认识，我们的愿
望就是来年生意好一些，能有更多的人来我们
这买串串吃。”老罗边忙活着边告诉记者。

“腊月二十八停工，除夕当天坐大巴回老
家，能赶上年夜饭，现在逛街的人多了，生意
好，能多干一天是一天。”提到春节，老罗说，出
来打拼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回家，“咋能不想
家哩，两个娃娃在家，老人看着，一年就春节见
一面。”今年她们几个的生意都不大好，“一天
能挣100多块钱吧，希望明年生意能好一点。挣
了钱，寄回家，给留守在老家的小儿子买礼
物。”提到孩子，在寒夜里包裹笨重的她们，眼
睛里泛着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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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回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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