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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赶大大集集买买年年货货，， 看看我我七七十十二二变变
如今购物不再大量囤积，样多量少图新鲜

超市年货大街已陆续开街

福字、窗花等最受青睐

本报2月11日讯（见习记者 刘
慧） 春节临近，超市里的年货商品
也越来越齐全。城区的不少超市都推
出了“年货大街”,以方便市民选购。其
中最受市民青睐的是那挂在货架上的
窗花、福字等，那一排排火红的景象吸
引了众多市民的驻足选购。

“我买东西一般都去超市，超
市离家近，环境又好，价格也不是
很贵。”家住帝景城的李先生说，以
前买东西都舍不得进超市，总觉得
超市的东西又贵又不新鲜，但是上
次跟着女儿来了一次，就喜欢上
了，“并且最近超市又出了个年货
大街，走进去就跟赶大集一样，别
提多热闹了。”

据中润时代广场前台的张女士
说，年货大街一般都设置在瓜果蔬菜

区与礼盒区之间,采取传统的红色与
黄色,为市民营造出一个温暖、有年
味的大街。“我们超市是设置在入口
处，让市民一进超市，就能感到过年
的味道。”

记者在商中路一家超市看到，
除了应有尽有的各种年货外，最抢
眼、最吸引市民的莫过于那火红颜
色的春联了，商家将年味十足的福
字、窗花等物品摆放在最显眼的位
置，年味映红了超市。一名来超市
消费的女顾客对记者说：“超市这
样装扮起来很喜庆，我喜欢这样的
购物环境。”

“一般来买春联、福字的多是老
人，年轻人也有买的，多是买漂亮的
和能贴在车子上的福字。”超市营业
员李女士说。

新年穿新衣，你准备在哪儿买
“网购”成年轻人购置年货新选择

本报2月11日讯（见习记者 刘
慧） 近几年来，“网购”已经成为一种
时尚，不少年轻人成了网购达人，网购
也成购置年货的新选择。

“前几天，我从网上买了一件呢子
衣，现在正在搞特价，原来399元，现
在319元，收到后质量款式还都挺喜
欢的。”张女士说，可有天逛街,看到实
体店里正在打折，“一模一样的衣服，
打折下来才要259元，就觉得之前买的
衣服太亏了。”

据张女士介绍，自己之前的网购
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久之前，我
在网上买了一套护肤品，结果收到的
是面膜，然后，就是一系列的联系快
递，等了很久才拿到这套护肤品。”总
结这几次的网购经验，在网上购物真
的要谨慎一些才好。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都会觉得在
网上购物要比在实体店购买便宜，但
是网购却不能保证衣服的质量，常在
网上购物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在网上
购物，你一定要看评论，尤其是差评
的，看购买者为什么给店家差评。”其

次是看买家秀，模特穿什么都好看，买
家秀比较真实一些。

记者走访了商河县几家大型的购
物超市，发现衣服、鞋子都在做促销活
动，但衣服与鞋子的打折方式不同。衣
服只有棉服在打8 . 5折，其余类型的
衣服都不打折，在鞋子方面，许多商家
都下了血本，全场打6 . 5折。

在超市工作的李女士介绍，由于
目前实体店的鞋子鞋码都已经不全
了，像38、39码的鞋子，在实体店一般
都买不到了，因此，店家才会打出这么
高的折扣。

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各大电商也
相继打出促销口号。记者浏览了几大购
物网站，有的店家打出“春装新品上线，
全场3 .5折”，甚至有的店家打出“秋冬
清仓，1折起”，折扣确实要比实体店
高很多。

一些营业员也提醒，网购的确是
一种省钱又省力的好方法，但是网购
需谨慎，购买者要多方面权衡，也可以
走访一下实体店，再与官网做个比较，
看哪个划算，再进行购买。

临近春节，理发店延长营业时间

市民扎堆理发希望“改头换面”

本报2月11日讯（见习记者 邢敏）
临近春节，不少市民想以新面貌迎接

新的一年。近日，记者走访发现，随着春
节的临近，县城内的大小理发店生意都
十分火爆，到理发店理发、烫发、染发的
市民也越来越多。不少理发店的营业时
间也比平时延长了不少。

6日，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兴隆街
的一家大型理发店，店内顾客以女士
居多，休息区内还有不少顾客在看报
纸等待。“最近挺忙的，客流量确实不
少。每天的客流量都在50多人，从早
上开始一直加班到晚上10点半，11点
左右才能停下来休息。”店员说，不少

市民希望在年前好好改变一下自己的
形象，店内工作人员中午不仅要轮流
吃饭，也得找个空闲时间才可以就餐。

正在店里等位的王女士说，她已经
等了半个小时了。“快过年了，打算烫个
发，再染个颜色。过年时当然要把自己
打扮得好看一点儿。现在理发店的生意
实在太火爆了，多排会儿队也能接受。”
王女士说。

大型理发店生意火爆，就连小理发
店也是客满。记者接着走访了一家小型
理发店，想要剪头发依旧要排队等候。来
剪头发的刘先生不得不耐心等候。“估计
过几天比现在还要忙。”刘先生说。

春节马上到了

拼车回家成团圆新方式

本报2月11日讯（见习记者 邢
敏） 春节临近，回家与亲人团圆的
人也越来越多。火车票一票难求，汽
车票供不应求。于是另一种回家方
式——— 拼车成了人们的新选择。近
日，记者采访中发现，选择拼车家过
年的人群认为拼车比其他交通工具
等更加快捷实惠。

9日，记者见到刚刚到家的王女
士。“回家的人很多，我是个急性子，
在车站遇到人多的时候不愿排队。”
刘女士说，她已经连续两年拼车回家
过年了，很方便。她和对象都在青岛
打工，自从有了孩子，他们觉得春运
带着孩子排队挤火车很不方便。一次
上网时，她发现有网友正在征集拼车
回家。“虽然车一般，但是都是商河的
老乡，一路上不用挤火车了。拼车一

路回家就能直接到家了。”刘女士说。
“大家都是老乡，回家途中互相

用家乡话交流特别亲切，7个小时的
车程一转眼就过去了。免除了旅途的
烦躁与寂寞。过后还可以经常联络，在外
地又多了个朋友。”有拼车经验的王先生
同样也准备拼车回家，由于工作原因，他
得腊月廿八才能到家。“回来的比较晚，
今年还得拼车。”刘先生说。

拼车虽然方便，但是提醒广大拼
车族注意自身安全。比如，要查看对方
的驾驶证，了解其驾驶水平及长途驾驶
经历，以及车型车况；避免携带大量现
金及贵重物品，保持拼车过程中手
机畅通；女性最好有亲友陪伴；
以纸质协议的形式就拼车费
用、线路、细则等问题进行
约定等。

“这干鱼多少钱一斤？”、“给我称十斤瓜子”、“给我来二十斤排骨”……走上集
市，叫卖声，砍价声充斥耳旁，人山人海，熙熙攘攘间都是笑开颜的乡亲。随着春节
的临近，带上父母，领着孩子，叫上朋友，赶集，买年货去！

年货大集上气氛浓，家家户户忙赶集

临近春节，年味渐浓，不少
市民纷纷外出赶集置办年货。

2月5日恰逢商河县城西关
大集，各种摊位摆满了两条街。
新鲜的蔬菜、诱人的水果、悬挂
的灯笼，浓浓的节日气氛。干货
摊上的摊主喊着“过年了，买点
瓜子，自己炒的好吃不贵！”别
说，这一喊，摊位上还真聚集了
不少人！

家住豪门又一城的李女士
一大早就来到了西关集上，她拿
着手里的购物单开始了自己的

“年货之旅”。李女士的购物单上
写着：排骨10斤、带鱼10斤、藕8
斤......李女士一边走一边说：“平
时刚进腊月就开始准备了，今年
刚有了小孙女，一直脱不开身，
才等到现在。”

李女士来到猪肉摊上，询问
起价钱来，摊主说：“无论是前肘
还是后肘都是9块钱。”李女士听
了疑惑的说：“前肘不应该便宜
一点吗？”摊主笑着说：“前肘给
您剔骨，后肘就不剔骨了。”李女
士考虑了一下说：“还是要后肘

吧，肉好吃，回家做丸子吃！”李
女士逛了两个小时，货单上的年
货还都没买全。李女士无奈地
说：“怕孙女在家闹，剩下的晚上
让儿子儿媳去超市买吧！”

卖灯笼的摊上，挤满了很
多市民，李女士顺道给孙女买
个小红灯笼，她说：“这是小孙
女出生后的第一个年，让她看
看灯笼沾点喜气。”放眼望去，
卖灯笼的摊上是人最多的地
方。摊主王先生说：“这也是年
味最浓的地方。”

购物不再大量囤积，样多量少图新鲜

除了西关、东关等城区集市
上，乡镇的集市年味也浓起来。2
月6日是燕家大集，2月7日是牛
堡大集，2月8日是龙桑大集......
一连串的大集给农村人购物带
来了方便。记者在集市上发现，
临近春节，集上的人流量比平时
增加了一倍以上。

龙桑寺镇李官庄村的村民
李先生一大早就来到了龙桑大
集上，他拿了一个小书包，慢悠
悠地在集市上挑起来。买了3斤
黄瓜，5斤猪肉，2斤大虾. . . . . .样
数不少，但放在袋子里才占了

一点位置。李先生说：“之前，农
村人赶集都是成袋成袋的买，
但是大家都转变思路了，一点
一点的买，样数多，也就图个新
鲜。”

据李先生讲，之前农村人都
是至少要把菜囤积到正月十五，
所以什么都买的多，像买猪肉都
是一买就一个肘子，现在正月初
五就有集市，再加上超市里什么
新鲜蔬菜都有，大家就不再囤积
年货了。李先生说：“现在生活好
了，啥都能吃到，也不像原来那
样只有过年才能吃点肉，所以没

必要买太多，根本吃不了，买多
了也是浪费。”

逛完一圈下来，记者发现也
就是卖红枣的地方大家都是一
兜一兜的买。刘女士说：“二十三
就是小年了，蒸年糕的时候得用
枣，今天早上来集市之前，俺婆
婆就嘱咐我了，多买点。”刘女士
称自己的婆婆早在没进腊月之
前就让她磨好了糯玉米面，磨了
三十多斤。刘女士说：“现在年轻
人做年糕的越来越少了，婆婆说
做好了给乡亲们分点，我得多买
点红枣才行。”

生活好了车多了，不堵不挤不热闹

与之前的年货大集相比，近
几年的集市上，车辆逐渐增多
了，不少集市上出现了停车难。
有经验的市民都会选择步行赶
集，但也有很多刚刚返乡的有车
一族开车赶集，为找不着车位而
犯愁。

刚刚在青岛打工回家的宋
先生，回家开车赶燕家大集，9点
多到集市的时候车已经堵在集
市外面了，想找个车位，发现路
边停满了车，只能将车放在一个
熟人的店面门口。宋先生说：“看

出咱农村生活条件好来了，到处
都是车啊，早知道我就骑个自行
车来了。”

记者发现停着的很多车辆
都是新车，宋先生笑着说：“这车
都是近几年新增的，现在农村人
打工回来都想着买辆车开开，我
们村去年就新增了6辆轿车。”宋
先生一边说着，一遍走向集市。

相比于停车难，很多市民更
怕堵在集市里。2月6日的西关大
集上，王女士的车就堵在了集市
上。王女士说：“本来以为没多少

人，就开车过来了，没想到堵在
这了。”原本3分钟的路程，王女
士20分钟才出去。摊主郭先生
说：“刚刚就有两辆车对开，根本
没法走，只能一辆倒回去，折腾
了半小时，搁平时肯定谁也不让
路，早打起来了，过年嘛，大家都
迁就一下，赶年集，就是挤。”

出去之后，王女士长出一口
气：“这真是过年了，人多车也
多，赶年集，不挤不热闹，还是劝
解大家千万别开车去，堵在里面
太麻烦了。”

置办年货的“七十二变”

见习记者 李云云

过年置办年货是一种传统。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传统正在
悄然变化着，传统的年货，比如
年糕、枣糕正在远离年轻人的世
界，人们也不再是大量囤积年
货，备10只鸡，30斤肉已成为历
史，2斤对虾，3斤黄花鱼的选购
方式才是首选，用市民的话来说

“年货不在多而在精”。
2月8日是星晴天，刘女士趁

着全家休息的日子置办年货，他
们的首要目标是粗粮店。刘女士
常说：刚进腊月，我父亲就吵着
让我给他买点糯玉米面和红枣，
过小年的时候蒸年糕用。”刘女
士接连走了三家才找到有卖糯
玉米面的店。店主王先生告诉刘
女士：“现在卖糯玉米面的不多
了，基本上都是农村人自己种点

自己磨，县城里很少有人卖的。”
刘女士感慨道：“现在大家

都忙起来了，基本上都没有空闲
自己制作年糕，很多年轻人根本
不知道怎么弄。”在刘女士的记
忆里，之前过年都会自己蒸点

“花馍馍”，包点包子，蒸点年糕，
留着过年吃，现在大年初二就能
买到馒头，很少有人再“囤积粮
食”了。

肉食店是刘女士今天的重
点，他们一家来到肉食店后，各
自奔着自己的目标而去。丈夫来
到排骨区，儿子去了海鲜那，刘
女士选精肉打算制作丸子。刘女
士一边挑着肉一边说：“以前过
年都是一买就是一个肘，现在买
七八斤就行，数量比原来少多
了。”刘女士的儿子买了对虾、黄
花鱼、虾等海鲜，他说：“每次爷
爷看到我买这些，都会感叹现在

生活好了，以前过年有肉吃就不
错了，还吃虾，见都见不到。”

刘女士最终满载而归，数了
数买了十几样食材，刘女士的丈
夫张先生说：“以前过年就是老
三样‘猪肉、鸡、鱼’，尤其是自家
炖的肘子，那是春节必备，现在
基本都看不见了，反而是各种蔬
菜海鲜唱起了主角。”张先生称
走亲访友下来，满肚子的油水，
最怀念的还是清粥小菜，他准备
一会去超市买点腌制的咸菜。他
笑着说：“现在很多亲戚都会主
动要求来点咸菜开开胃，我家的
腊八蒜不到初十就吃完了。”

超市是刘女士一家最后的
目的地，刘女士打算去买点水果
和瓜子。刘女士说：“之前过年只
能看到苹果橘子，现在柚子、澳
洲芒果等水果都能买到，一定要
买点火龙果，过年要红红火火。”

烟烟花花爆爆竹竹市市场场遇遇““寒寒流流””
临时销售点减少一半，销售量不足去年六成

本报2月11日讯（见习记者
李云云) 临近春季，放鞭炮的习
俗应从“小年”开始，近日，记者走
访了商河县的烟花爆竹市场，发
现销售量不足去年的六成，很多
销售点老板直呼“明年要转行”。
谈及原因，不少卖家表示，原先购
买烟花爆竹的“主力军”环保意识
逐渐增强，购买力在下降。

2月6日上午，记者走访了商
河县城区内的部分烟花爆竹销售
点，发现很多销售点门前冷清。在
青年路附近，记者看见烟花爆竹
店里空无一人。一名店主说：“今
年烟花爆竹的销售量不及去年的
一半，我备货的时候就特意少备
了，没想到今年卖出去了还不到
40%，剩下的就得看接下来几天的
销量了，我最多也就卖掉80%，剩
下的只能留着明年散卖了。”

与城区相比，各个乡镇上的
烟花爆竹市场也不容乐观。2月8
日是龙桑寺大集，记者在集市上
发现，前几年熙熙攘攘的烟花爆
竹市场不见了，只有几个销售点
在经营。谢先生说：“今年买的人
太少了，前几年腊月二十每天的
流水账得五六千，今年才不到两
千元，以前大家都赶集卖，现在只
有几个店面在销售。”

前来购买烟花爆竹的李先生
说：“最近过年，购买烟花爆竹的
人确实少了，以前腊月二十，腊月
二十五，烟花爆竹市场都走不
动。”据李先生回忆，前几年在龙
桑广场附近，进了腊月，每次集上

都有十几个摊位叫卖，也有很多
摊主当场点燃烟花爆竹，让大家
听听声响,烟花爆竹市场上年味特
别重。

现在乡镇大集上的烟花爆竹
不允许当众燃放招揽生意，看热
闹的人也就少了。李先生称五六
年前，有一个摊位在燃放时不小
心将其他几家波及，整个市场一
半以上的烟花爆竹都着了，炸得
市场旁边居民楼上的玻璃都碎
了，从此烟花爆竹市场再也不燃
放了。

记者在商河县安监局了解
到，为了市民安全，目前烟花爆竹
市场已经不允许走街串巷卖，凡
是经营者，需办理为期2年的常年
经营许可证和33天的临时经营许
可证。安监局的工作人员说：“这
在一定程度上就制止了以前走街
串巷和在街旁摆摊的现象。现在
的经销商都必须有店面，因此烟
花爆竹经营点的数量在逐渐减
少。”目前，商河县的烟花爆竹常
年经营点有111个，而2015年的临
时经营点由2014年的163个锐减
到101个，减少了一半以上。

据了解，今年商河县烟花爆
竹 市 场 的 销 售 量 不 足 去 年 的
60%。谈到原因，谢先生说：“购
买烟花爆竹的主力军是年轻人，
打了一年工回来，放点鞭炮热闹
热闹，不过现在的年轻人环保意
识都高了，觉得污染环境，放得
少了！”谢先生笑称“再这样下去
我就失业了”。

本报见习记者 李云云 邢敏

相关新闻

这种赶集卖烟花爆竹已经成为记忆。 郭永路 摄

过年赶集总是少不了糖葫芦。 郭永路 摄

买来蒸年糕，大红枣春节走俏。 郭永路 摄

超市里面的年货大街。 刘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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