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动 2010年12月11日 星期六 编辑 蹇易 版式 吕燕16 报料热线：028-86969110

华西手机报移动彩信版订阅方式：发送HX到10658232订阅新闻类信息--精华版8元/月； 发送HXA到10658232订阅体娱类—体育娱乐信息8元/月； 发送HXB到10658232订阅理财消费类信息 --移动淘宝 4元/月； 发送BSXX到10658232订阅时尚类信息—IN*乐3元/月； 发送BSTY到10658000订阅活力类信息--动*静3元/月。

曝光
1、锐话题 2、街拍 3、网络那些事儿 4、曝光台

互动·成都@版

QQ后4位的意义

昨日，网友“容嬷
嬷”在大成社区发起活
动，看看你QQ号码后4

位连起来是什么？
倒数第四位对应：1.蜡笔小

新 2.如花 3.阿童木 4.李白 5. 猪
八戒 6.凹凸曼 7.芙蓉姐姐 8.潇
洒哥 9.懒羊羊 0.章鱼哥

倒数第三位对应：1.在学校
2.在公交车上 3.在厨房 4.在厕
所 5.在浴缸里 6.在阳台上 7.在
书桌上 8.在床上 9.在殡仪馆 0.
在火星

倒数第二位对应：1.抓 2.咬
3.啃 4.吃 5.踹 6.亲 7.摇 8.揍 9.
捞 0.嚼

倒数第一位对应：1.正男 2.
唐僧 3.熊猫人 4.孙悟空 5.小沈
阳 6.樱桃小丸子 7.酸奶 8.凤姐
9.灰太狼 0.犀利哥

结果令网友大跌眼镜。
网友“Memorable.”：李白在

厕所嚼灰太狼
网友“踩死大象的蚂”：李白

在火星捞犀利哥
网友“向哥”：章鱼哥在书桌

上揍酸奶
华西都市报见习记者彭娅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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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管裸露
居民看着悬吊吊

@@
一条短信
引发“601个”电话

昨日，网友“稿对象
呸”在大成社区发帖，他听朋友
的，给自己心爱的女生发了一条
短信，“如果你不答应，我活着还
有什么意义……”不过，他阴差阳
错按了群发，结果他的亲戚朋友
纷纷打来电话挽留。

于教授：给我稳住，别说 60
分，80分我都答应你！

朋友MP：用死来逼我啊，真
不爷们，不就借了你 500 块钱
吗？我答应周六给你可以了吧？

室友小四川：我知道了，你
又跑一号去了，没带手纸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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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番茄的大爷

昨日，网友“东方教
主”发帖称，在菜市场看

到一个神一般的大爷。大爷在买
西红柿时，挑了3个放到秤盘里，
摊主秤了下说：“一斤半，三块
七。”大爷说：“我就做个汤，用不
着那么多。”说完去掉了个儿最大
的那个。摊主“一斤二两，三块。”
大爷从容地掏出 7 角钱，拿起刚
刚去掉的那个大的西红柿，扭头
走了……

网友“老金”：相当聪明，声东
击西

网友“气宇轩昂cao”：大爷
可称“买菜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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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网友“pldetianshi”在新
浪四川论坛中贴出一组照片，取名
为“在公交站顶上养鸡？实在是太
油菜了”。

第一张图中，看见两只鸡正徜
徉在公交站顶，旁边还放了一些器
皿，估计是喂食喂水之用。

“出门赶车，听见一公交站顶有
鸡叫，居然有人在这上面养鸡，真的
是资源利用，真的好油菜啊。”该网
友配上自己的感叹。
（请图片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黄越 摄影报
道）“那块警务指示灯牌几天前就坏
了。看着心里悬吊吊的。”昨日，住在
高攀西巷附近的刘小姐，指着路口的
一块警务指示灯牌说。

在高攀西巷与航空路交汇的丁字
路口处，立着一个没有后盖的警务指
示灯牌，灯牌里的电线、灯管、插座全
都裸露在外。

“这个指示灯牌就在十二中旁边，
如果哪个学生去摸一下这些露出来的
电线，触了电怎么办？”一名刚接到孩
子的家长显得有点担心。

高攀西巷所在的得胜社区党总支
书记范书记称，得知这一情况后，社区
已及时与派出所联系，新的警务指示
灯牌正在赶制中，近几天内将安装上
去。并已对旧灯牌断电，请大家不要
担心。

“养鸡场”

昨日中午，肖先生躺在自家床
上，扎扎实实睡了个午觉。这是近
一年来，他睡得最好的一个觉。

就在10多天前，即使到了深
夜，他也翻来覆去合不了眼——
从卧室的天花板处，不时传来“叮
叮咚咚”的声响，整日整夜的噪
声，让他不胜烦恼。“我家楼上，有
个印务公司。”前日中午，肖先生
有些郁闷地说。

居民：噪声大难入眠
武侯区时代阳光花园，一间

三室两厅100多平方米的居民住
房里，3个人正在整理废旧纸张。
这里是某印务公司的办公区。就
在几天前，这里还人头攒动，伴随
着装订机的响声，六七名工人正
忙不迭地打印材料、装订文件。

肖先生就住在他们楼下。自从
去年搬进这个居民小区后，他每天
都会听到楼上传来“叮叮咚咚”的响
声，时常吵得他难以入眠。“之前我
一直以为是谁家在装修，后来发现
半夜也有很大的噪声，还时常传来
很重的脚步声。吵得我睡不着觉。”

询问了邻居后，肖先生才知
道，自家楼上“住”着的竟是一家
印务公司。而自己听到的噪声，
正是从这家印务公司传出来的。

“我和他们沟通了好几次。”肖
先生说，沟通后，虽然印务公司晚
上没有再开工，但每天早上6点过
仍照常开工，“跟闹钟一样准点把
我吵醒，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过。”

见多次与印务公司协商无
果，肖先生只得向物管投诉，但

“物管说他们管不了。”

公司：承诺本月内搬走
前日，华西都市报记者跟随

肖先生，来到这家印务公司。此
时，公司办公室内的3台复印机、
3台电脑和一台装订机都已被拔
掉电源。整个公司也只剩3名工
人还在整理废旧纸张。

“我们已经停止工作了。”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因为接连收到楼下
住户的投诉，他们已停止工作。

“目前，我们还在找房子，准
备搬走。”印务公司一名工人说，
公司在这栋楼已有 4 年，平时一
直都很注意，尽量不吵到周围邻
居，“可还是给楼下的居民带来了
困扰，确实很过意不去。”

最后，印务公司承诺将重新
租赁办公地点，并在这个月之内
搬走。肖先生则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总算可以清静一下了。”

华西都市报记者 黄越

““红萝卜蜜蜜甜红萝卜蜜蜜甜””““王婆婆在卖茶王婆婆在卖茶””““胖娃胖嘟嘟胖娃胖嘟嘟””

儿时那些老童谣
您还记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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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萝卜蜜
蜜甜，看到看
到要过年，大
人 吃 饱 三 顿
饭，娃娃拿到
挂挂钱。”
“胖娃胖嘟

嘟，骑马上成
都，成都又好
耍，胖娃骑白
马，白马恍得
高，胖娃耍关
刀，关刀耍得
圆，胖娃坐海
船，海船倒个
拐，胖娃绊下
海。”
“王婆婆在

卖茶，3个观音
来吃茶；后花
园，3匹马，两
个 童 儿 打 一
打；王婆婆骂
一骂，隔壁子
幺 姑 儿 说 嫌
话。”……

那些儿时
的童谣

楼上印务公司噪声不断
楼下居民夜夜睡不好觉

近日，网友“wcdz126”在成都某网
站论坛上发出名为“老成都童谣”的帖
子，迅速引来近2000人围观、跟帖、讨
论。一首首老成都童谣引起众多网友
的浓厚兴趣，既有“60后”、“70后”，也
有“80后”、“90后”。儿时那些耳熟能
详的童谣，您还记得多少？它们是否
再次勾起您对童年时光的美好回忆？

童谣·网友
念童谣想到童年生活

网友“wcdz126”说，近日
天气渐寒，一个周末和朋友到
双流某羊肉馆聚餐，他被墙上
的几幅画所吸引，上面是俏皮
的人物形象配着老成都童谣。

“wcdz126”随即拍下来，
把几张图片和童谣文字发到
成都某网站论坛，并把帖子命
题为“老成都童谣”。帖子刚
发出一天，就被浏览了 800 多
次。他说：“看来不止我自己
有兴趣了哈。”

帖子越来越火，至今已被浏览过
2000余次，回帖的人还在不断增多，其中
有成都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有“80后”、

“90后”，也有“60后”、“70后”。有人述说
了自己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有人表达
了自己对过去岁月的追忆，还有人对成
都童谣表示了强烈的喜爱之情。

童谣·“60后”
一字一句教娃娃念童谣

网友“田心001”说：“看到这些照
片，就让我回想起了年轻时在大院坝
坝里坐在矮板凳上教娃儿这些童谣，
娃儿坐在我的腿上一字一句地学着，
现在娃儿长大了，也有自己的生活
了，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以前在坝坝
头学的这几首童谣。”

网 友“ 田 心 001”张 女 士 是“60
后”，说起以前那些耳熟能详的童谣，
张女士眉飞色舞！“那时好火哦，娃娃
喜欢学得很！我们父母教给我们，我
们教给娃娃。”张女士说，“现在这些
都没怎么听到过了，会不会消失哦？”

童谣·“80后”
学会配童谣的动作很开心

网友shuiji322在帖子中称：
“哎呀呀，这个东西好好耍啊。
虽然我也是成都的，但是家里头
都是北方人，小时候没听过这
些，好遗憾哦。刚才用成都话悄
悄念被同事笑欢了，还是正宗的
成都话念起才巴适，太安逸了！”

“shuiji322”暴 小 姐 是“80
后”。“很多童谣我都是听其他孩
子的父母说的，他们会用童谣哄
孩子睡觉。”暴小姐说，“我觉得
这些童谣很有意思。”

“我最记得有一首童谣是‘王
婆婆在卖茶，3个观音来吃茶；后
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
王婆婆骂一骂，隔壁子幺姑儿说
嫌话。’这是配合着手上动作一
起念的，小时候为了记住动作，
经常练习很长时间，而且学会了
以后很有成就感。”暴小姐说。

童谣·“90后”
遗憾童年没有好玩的童谣

网友 fly8hp 是个“90 后”，
他在帖子里说：“我是 1993 年
出生的，这里面很多都没听
过，但读起来挺有意思的，可
以想象这些童谣曾影响过一代
又一代成都人，真遗憾在我的
童年没有这么好玩的童谣哦。”

带来快乐的童谣
您还记得吗？

当年那些带给您快乐的
童谣还记得多少？“80 后”、
“90后”，读起这些童谣，您有
什么感想？随着时代变迁，您
是否担心多年以后“老成都童
谣”会消失？我们又将如何保
存和传承这一老成都传统文
化呢？

欢迎广大读者拨打本报
热线电话（028）86969110、或
登录华西都市报互动新闻部
微 博 （http：//t.sina.com.cn/
hxhudong）参与讨论，讲述您
与童谣的那些事儿。

华西都市报记者 卢丽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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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管裸露

儿时童谣勾起美好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