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网族：
网购买年货，简单又方便

要过年了，不少家庭都在忙着采买年
货。而现在，人们购买年货的途径多了一
条，就是网购。李璐在潍坊一家银行上班，
到了年底，工作越来越忙，平时上班没时
间，到了周末就想和朋友好好的玩一下，
根本没时间去商场和超市买年货，于是她
选择了上网挑选年货的捷径。最近几天，
她已经在网上订购了不少的糖果、礼盒等
年货。

“我通过网络代购，从美国买了一款
名牌墨镜送给妈妈，只需要1000多元，如
果在国内实体店购买价格得翻一番。前几
天快递员将礼物送到寿光老家。交到我妈
手里，她可高兴了。”李璐说。

而这种网购年货的新时尚，不仅80后
热衷，很多大妈大婶也加入进来，今年55

岁，家住凤凰山庄的邓女士就是新网购一
族。由于家住的离超市很远，不方便去购
买年货，女儿就推荐她网上淘年货。

但起初邓女士并不愿意接受，虽然网
上的年货价格实惠，品种多样，可是她认
为在网上购买年货，不能看到实物，不能
够清楚地了解生产日期、商标等详细信
息，购买起来不放心。

可是后来，小女儿拿着几件从网上购
买的物品给邓女士看时，邓女士发现跟超
市的一样，而且价格便宜，还可以直接送
到家门口，才放下心来。

到了购买年货的日子，邓女士就想着
在网上买东西，她从网上订购了美国核
桃、孝感麻糖、福建龙眼等。邓女士告诉记
者，这些平常在超市很难买到的东西，通
通都可以在网上淘到。不管是自己尝鲜待
客，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很有新意。

除了过年必备的一些年货，今年邓女
士还给大女儿的孩子在网上买了过年的新
衣服。她高兴地说，这身童装在网上的价格
比她在实体店里看到的便宜了100多。

低保户：
年货很简单，买点肉就行

酒、烟、核桃仁、猪肉、鸡、卤鸭脖、卤
牛肉……这是一个网友在微博上晒的年
货单，非常丰盛。而对于低保户张健民来
说，确有些奢侈，“年货肯定是要备的，但
不会这么多。”

家住北胡社区的低保户张健民家里
有六口人，四代人住在一起，现在全家人
唯一的收入除了儿子靠打零工挣点钱外，
就是靠低保金生活，现在孙女刚出生，家
里的生活更加拮据。

张健民厨房的灶台上放着一摞煎饼

和几个枣糕，剩下的就是墙上挂着的茴
香、花椒等调味料，没有见到年货的影子。
张健民指着客厅里一袋十公斤的面高兴
地告诉记者，这是政府发给他的，这样过
年家里就不用再买面了，省了一笔花销。
他说，社区照顾到他家里的情况，给他一
份看大门的工作，每月600元，目前因为到
了60岁，不让干了，没了收入，资金紧张，
今年的年货还没有提上日程。

“年货要办，就是比不上别人家，但是
总得让全家人高高兴兴过个好年”，张健
民说，过年割几斤肉、买条鱼改善一下生
活，毕竟有了孙女，不能让孩子受累。

“年货按百十块钱来算吧。”张健民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家里六口人就算省吃俭
用，每月在生活用品上的花销也在2000块
左右，在吃上的花销每天在30块钱左右。
家里的老母亲和张健民的老伴常年有病，
打针吃药不断，不算大的支出，每天的医
药费在20块钱左右。钱没有多少，年货也
只能从简了。

“再过两天吧，等到年底了，再去买
点，现在买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放到过年
呢”。张健民说家里的年货都是他自己置
办，现在家里多了小孙女，很多事需要做，
自己的老伴身体又不好，都压在了他身
上，等过两天有时间了，就去办，“买点肉
就行了”，他说。

环卫工：
单位发年货，自己不操心

快过年了，当一些人忙着在网上、在
超市里置办年货的时候，58岁的环卫工人
代焕之还在忙着清扫街道，“年货还没买，
但好在单位给发了一部分，自己买的少，
就不急了”。

在南胡社区打扫卫生的代焕之，身着
一身旧衣服，橘黄色的环卫服已经磨得很
脏，他说自己已经好几年没买新衣服了，
身上穿的这身衣服是单位发的，自己的新
衣服根本不列入年货范围内，他说干这行
的，穿不了新衣服，在外面接触的都是脏
东西，新衣服穿上一天就脏了。

对于年货，他说自己根本没时间置
办，都是家里人稍微买点，家里的年货买
的也不多，单位每年都提前发年货，让他
们过个好年。

“前两天单位给发了一部分年货，有
油、米、酱油、醋……”代焕之说大部分家
里缺的东西都发了，大概发了有两百多块
钱的东西，过年他只要买点鱼、肉和酒就
可以了，糖和瓜子什么的，孩子想吃就自
己买点，不太必要的就不买了，所以他不
用大动干戈去计划和置办。

代焕之说他每个月的工资在1400-
1500元之间，虽然不多，但还能贴补家用，
年货是每年过年的必备，就算上面领导不
发，他们也要多少买点，过年亲戚去家里

总不能没有东西招待客人。
想起自己的年货，他说自己爱喝点小

酒，所以少不了要买点酒，过年的时候和
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弄点下酒菜，喝点酒，
拉拉家常，就是一件很知足的事。

在环卫工代焕之的心里，别人忙着买
年货过年，他看着也很开心。代焕之说在
街上打扫卫生的时候，能感觉到年味。路
边的沃尔玛超市，还有新华路佳乐家每天
都有很多人，进去的时候空着手，出来的
时候都提着大包小包，孩子们脸上都露着
笑脸，虽然只能看着，但也很满足。

农村人：
不再赶大集，超市购年货

家住清池的黄文军记得，在那个物资
匮乏的年代，置办年货可是家家户户过春
节的头等大事。那时自己家里兄弟姐妹
多，一日三餐难得有荤菜，一年到头就巴
望着过年能吃点鸡鸭鱼肉，增加点油水。
至于穿的，从老人到小孩，多数人都是“新
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孩子
也只能在心里做做从头到脚换新装的梦。

过去的艰难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
今，城乡居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足。想吃的，
基本都尝过了；想穿的，基本都能买得上；
要用的，也基本都有了。于是，人们对生活
的追求开始由奢转俭、返璞归真，出现了
向健康型转变的趋势。黄文军看准了这一
点，在村领导的帮助下，开始养殖肉食鸡。
去年，政府又为村里的养殖户发放了无息
贷款，这让黄文军有了继续发展养殖业的
决心。他告诉记者，现在，他的年收入已经

达到3万元左右。
这两天，黄文军给年迈的父母准备了

新衣服、新鞋，还在超市买了苹果、橙子等
水果回家。他打算除夕那天请上爸妈兄弟
和妻女在家里，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顿团圆
饭。

今年黄文军一家不再像往年一样去
镇上赶大集买年货。而是去市区的超市购
年货，买了孩子喜欢吃的雅客，超市里的
各种年货还搞特价，价格比集市上的还要
便宜，又干净。黄文军买了一些过年的“硬
菜”，猪肉，猪蹄，鸡蛋。女儿今年刚好本命
年，买了很多女儿喜欢吃的，虽然女儿不
知道本命年是怎么回事，但是能让她快快
乐乐的过个年全家都开心。

买的不是东西，是年味
——— 潍坊人的购年货记
文/本报记者 丛书莹 秦昕 片/本报记者 吴凡

春节将至，又到了

购年货的日子，作为老

百姓春节必做的一件大

事，潍坊人早早的开始

准备起年货，有的人图

新鲜，去网上淘，有的

人图方便，去超市选，

有的家庭困难的，买几

斤肉就能过个好年。不

管经济条件好还是差，

购年货对于大家来说买

的不是东西，而是那一

股浓浓的年味。

临近年关，商场、
超市内火红一片，各式
各样的新年饰品琳琅
满目。

年货大集上，市民忙着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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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市场一派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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