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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店生意不错。

作业现场作业现场。。

记者 李洪夜

邵阳民间一直流传着“正月不理
发”的说法，理发需要等到二月二“龙
抬头”才可以。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很多旧习俗已悄然改变。
2月26日至27日，记者随机走访发现，
邵阳多家理发店已陆续开门迎客，店
内生意并没有受到旧习俗的影响。

店内生意未受影响

2 月 26 日下午，记者在大祥区某
理发店看到，除了正在理发的人之外，
还有几位顾客在等候理发。店老板陈
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理发店正月初三
就营业了，一开门就有五六个顾客来
理发。

“以前很多顾客都赶在春节前理
发，店里要忙到大年三十才能休息，但
这几年不一样了，只要你开门，什么时
候都有人来理发。”陈先生说。

刚理完头发的市民张先生表示：
“我舅舅今天就在我家做客，知道我要
来理发，他一点不在意，还主动叫我
来。男生头发长得快，过年前剪的头

发，到现在已经很长了，剪完头发清爽
多了。”

“我们从正月初八开始营业，正月
剪发的人很多，并且以年轻人居多。大
部分人都没有顾忌正月不能剪头发这
个说法。”2 月 27 日，双清区一理发店
员工雷先生说。雷先生从事理发行业
多年，据他介绍，多年来，正月期间剪
头发的人常有，男士一般直接来店剪
头发，女士在店进行烫染的时候，也会
依据情况对头发进行修理，没有人表
示抗拒。对比前几年疫情期间，今年来
店剪头发的人数达到了高峰。

市民观念正在发生转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市民对
于“正月不宜理发”这一旧俗表示不认
同。大部分市民都表示，这是一种迷信
的说法，还有年轻市民表示理发只会
根据自己的需要，不会刻意挑时间。

“头发长了就理，不然就太邋遢了。”市
民李先生说，“很多人都等着二月二龙
抬头去理发，那天人肯定爆满，今天有
时间就正好过来剪了！”

另一位市民张女士则是带着女儿

进行理发，她告诉理发师给女儿头发
剪成短发，方便打理。张女士表示，家
里老人比较在意“正月不能理发”这个
说法，但是考虑到自己上班之后，没有
太多空闲时间给女儿细致地扎头发，
和老人进行沟通解释了原因之后，老
人也欣然同意。

关于“正月不理发”这一民间说
法，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秘书长
唐志强解释，清军入关后，清政府颁布
了“剃发”诏书，招致一部分人强烈反
对，不愿意剃发，慢慢出现了正月不剃
头是“思旧”的说法，后来以讹传讹，变
成了“正月剃头死舅舅”。另外，唐志强
介绍，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原本“正月
剃头”是“思舅舅”，表达了对舅舅的尊
敬和思念，后来由于谐音、讹传等因
素，“思舅”慢慢演变为“死舅”，理发成
了禁忌。他认为，“正月剃头死舅舅”之
说没有科学依据，该理发还是要理发。
对待传统文化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传统习俗中有些反映了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是先民们在和自然打交
道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要予以传承；有
些东西则属于糟粕，要坚决予以摒弃。

从“头”开始，正月不理发旧俗悄然改变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蒋开炜

本报讯 2月20日，大祥公安分局城北路
派出所精准研判、快速出击，成功破获一起扒窃
案，抓获嫌疑人1名，获群众赠送锦旗。

2 月 17 日，城北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北门口附近有一位老人身上带的近万元现
金不见了，请求民警帮助。接警后，所长黄兴
中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带队赶往现场，找到受
害人。“我的血汗钱啊！正准备去存银行的，不
知道被谁偷走了……”受害人痛哭流涕，手不
停颤抖，向民警哭诉道。经过询问，受害人朱
女士今天已经 70 多岁了，在去银行存钱的路
上，口袋里的9000元现金、存折和身份证突然
不见了。

回到所里后，黄兴中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对
警情进行分析研判。经过循线追踪，民警发现
是有人通过扒窃盗取了朱女士的财物。此时，
办案民警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尽一切努力挽回
群众的损失！

2 月 20 日早上 7 时许，经过两天的缜密侦
查，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曹某某。“嫌疑人在菜市
场出现！”城北路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发现曹某某
行踪后，第一时间报告所长，黄兴中带领民警、
辅警迅速出击，对其进行抓捕。8时16分，在北
门口一商铺门口，火眼金睛的副所长刘朝一眼
在人群中看到了嫌疑人曹某某。一个眼神，大
家心领神会，一举将曹某某抓获归案。

民警根据曹某某的供述，第一时间找回了
失窃的现金、存折和身份证，并送到朱女士手
中，朱女士接过失而复得的“血汗钱”喜极而泣。

2月22日，朱女士和家人特意制作了一面
写有“一心为民神速破案 不辞辛苦追回现
金”的锦旗送到城北路派出所，以表达对民警、
辅警的感激之情。

目前，嫌疑人曹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老 人 钱 被 偷
民 警 帮 寻 回

记者 张伟

2月28日，在邵东市仙槎桥镇受冰
雪天气造成电杆断裂、电线拉断较为严
重的银杏村，26名电力工人正在抓紧作
业，完成了10余根因冰雪造成断裂的电
线杆置换工作。从2月2日至今，这些工
人们为了确保仙槎桥镇及魏家桥镇36
个村近10万村民的供电，年假不休，新
立电杆129根，完成供电通道清障10余
公里、200余处，重新铺设电线2万余米。

“大家一直在一线抢险供电，20
多天都没回过家，很多同志在工作中
感冒了、受伤了，仍旧坚守岗位，没有
谁提过要求讲过待遇。”电力工人谭建

新一边干嚼着方便面，一边指着远处
的接线同事向记者恳求，希望多拍拍
他们被冰锥刺伤的手及划伤的脸庞。

在荷吕村抢险清障时，电力工人
李桂方被高处掉落的冰锥打翻了安全
帽，锋利的冰刀直接划开他的额头，鲜
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服，滴落在冰雪
上凝结成鲜红的冰珠子。所长宋小勇
赶紧将他从吊车上搀扶下来，立即驱
车送至医院救治。

“作为即将退休的老同志，我最能
体会一线同志的艰辛，这20多天轮番
作战，大家累了就在车里打下盹，饿了
就干吃方便面，吃得最温暖、最豪华的
大餐便是大年三十晚食堂送来的盒

饭。受点伤不是我休息的资格，40 多
年来也没养成这么矫情的习惯。”受伤
的额头经过医生缝合 4 针后，李桂方
向所长请命，让其回到一线继续战斗。

看着电力工人们的辛劳，附近的
村民们十分感动。一些村民自发送来
开水、柴火及棉被，还有一些村民送来
热的饭菜及甜酒，然而这些都被电力
工人们婉言谢绝。他们完成一处抢险
供电便又急匆匆赶往下一个点，因为
还有更多的村民等着通电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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