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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天天赶赶大大集集，，百百姓姓忙忙年年不不含含糊糊
“每天都安排得特别紧张，这样才有年味”

城区普通家庭：

10年前花20元做新衣

现在到超市花400元买

11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济
阳街道何家村时，居民梁修玉刚
刚驾驶电动三轮车回家，车斗内
放有刚买的豆芽、韭菜、黄瓜、藕
等蔬菜。“马上过年了，这几天每
天都得上街，每逢城里集、王奎
楼集、朱家集，我都要去买各种
年货。”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腊月
廿五开始蒸馒头和年糕。“一般
都要蒸4锅馒头、2锅年糕，这些
馒头也就能吃到年初七。”梁修
玉的老伴任女士说，腊月廿六开
始购买鸡鱼肉肘，腊月廿七将全
家打扫干净，腊月廿八购买鞭
炮，腊月廿九炸带鱼、炸藕，年三
十挂灯笼、包水饺。

“每天都安排得特别紧张，
这样才有年味。”梁修玉说，回想
10年前家庭条件较差，每到腊月
二十，全家齐上阵在街上售卖鞭
炮，根本没有专门的时间购买年
货。“只能在卖鞭炮不忙的时候，
老伴去集市上买点过年必备
品。”

梁修玉称，所谓的过年必备
品则是糖、瓜子、鸡鱼肉肘。“那
时候花糖也就买1斤，瓜子买2
斤，肉菜也非常少。如今，各种糖
果得买4斤，各种口味的瓜子10
斤，像鱼、虾、带鱼、香肠、肘子等
肉菜更是常见。”

谈及过年的新衣服，“ 1 0
年前和现在比真是千差万别，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任女
士称，10年前新衣服制作有两
个流程，自己先去集市上挑选
喜爱的花布，再让裁缝根据身
高、腰围制作，一件衣服的全
部成本也就20元。

“昨天我在好又多超市买
的呢子大衣 4 0 0块钱，是 1 0年
前 衣 服 的 2 0 倍 。”任 女 士 称 ，
新买的衣服布料摸起来十分
柔软、厚实，领口和袖口还带
有狐狸毛，穿上特别保暖、舒
服，看起来也十分上档次。

梁修玉称，如今过年不仅
在物质方面超过了以往，精神
方面也大有提高。“压力不再
那么大，可以高高兴兴、轻轻
松 松 地 与 全 家 老 小 共 度 春
节。”

四世同堂家庭：

提前10天就备年货

14口人一起看春晚

每年春节，都是陈吉花老两
口最忙的时候。陈吉花老人今年
83岁，身体依然硬朗，精神矍铄。
老人告诉记者，她和85岁的老伴
有三子一女，算上家里的第四代
加起来有14口人。

“儿女们都喜欢吃我做的
菜。”陈吉花老人说，如今四世同堂
过大年是老两口最开心的日子。

为了一大家人的团聚时刻，
陈吉花老两口从腊月二十就开
始忙活了。“买全年货至少要三
天。”陈吉花老人说，自己年龄大
了，走路较慢，只能第一天买青
菜，第二天再买鱼、肉，连续赶好
几天集。

“过年必不可少的就是‘炸
货’。”陈吉花老人说，每年都会
提前炸满满两大盆带鱼和藕合，
小辈们都喜欢到家就“开吃”。

“儿女们特别喜欢吃我做的
红烧猪大肠，每年过年来都嚷着
要吃。”陈吉花老人说，大肠洗起
来特别麻烦，要翻出来一遍遍地
洗，还要把肠油去掉，但再麻烦
也乐意做，只要孩子们吃得高
兴，自己也高兴。

除了过年要让孩子们吃好，
还要让孩子们住好、玩好。“今年
气温较高，阳光好，我每天都晒
几床被子预备着过年盖。”陈吉
花老人说，每年过年，家里都足
足有14口人，挤在三间房里。

“大年三十，14口人一同围
坐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
是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候。”陈吉
花老人说，看完晚会，自己的三
个儿子和儿媳，总会凑起一两
桌，打牌、打麻将，有说有笑十分
热闹。

“今年初四，小孙子会把孙媳
妇儿带回来，这是今年自己最高
兴的事了。”陈吉花老人说，儿女
们事业有成，孙辈们成家立业，今
年一定能过个热热闹闹的春节。

乡镇普通家庭：

年货越来越多样化

海产品也占据餐桌

临近春节，太平镇镇集十分
热闹。近日，记者来到太平镇的

镇集，发现不少村民提着大包小
包，骑着电动车、三轮车，前来赶集
选购年货。药王村村民武学虎称，
今年年货以海鱼、海虾、青菜为主。

6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了
太平镇的镇集，虽然才十点钟，
前来太平镇集赶集的村民已经
摩肩接踵。鸡、鸭、鱼、肉、菜，在
南北和东西走向的两条街两侧，
赶集的人把百余米的集市堵得
严严实实，远远望去都是前来买
菜的村民。

仔细观察才知道，村民都大
包小包地购买着过年的菜品和
衣服等。家住太平镇药王村的武
学虎称，“今年多买点青菜，少买
点肉。现在买东西方便了，乡镇
都是五天两个大集。”

“集市上的年货也丰富了。”
武先生称，今年的年货置办与往
年比也有很多变化。现在买东西
都方便，在肉类的购买上有所减
少。亲戚少的家庭一般过年买上
30斤肉馅就行，再买点排骨类，
够吃就行。

村民购买肉类数量减少的
同时，海鱼和鲜虾特别受追捧。
在大集的东半段有几个卖冷冻
鱼和鲜虾的摊位，村民们正在挑
选鳕鱼、红鲳鱼、白鲳鱼。武先生
也准备买海鱼称，鸡鸭鱼肉平时
经常吃，过年了也换换口味。

卖冻海鱼的刘老板说：“现
在农村和县城生活水平差不多，
老百姓也开始吃海鱼了，近几年
生意特别好。好一点的鲜虾都按
对卖，2元/对。老百姓买的也非
常多，有的一买就好几百元的。”

武先生最终驻足在青菜摊
位前挑选青菜。他说：“现在几乎
每天都吃鸡鱼肉，天天都像过
年，过年就少买点肉，多买点青
菜，家里人都愿吃。”最终，武先
生选购了几棵大白菜，准备过年
包水饺用。

据了解，不少村民在年货选
购上偏向于购买蔬菜，对于肉类
的需求已经由最初的“过年多买
肉”过渡到了“过年少买肉”。海
鱼、鲜虾等海产品正在逐渐占
据着普通百姓的餐桌，青菜类
也首当其冲成为了村民餐桌的
主力军。

本报记者 梁越

春节对于消防官兵而言与
普通日子一样，依然要坚守在岗
位上。近日，记者来到济阳消防
中队，消防官兵闵祥银正在整理
材料。“我从1999年开始当兵，一
直在基层中队，目前已是第16个
年头了。”老家临沂的闵祥银说，
16年来只有2006年、2009年、2014

年春节回家与家人团聚。
“我2006年与妻子结婚，因此

春节部队特许让回家过年。”闵
祥银说，那年全家人都特别高
兴，自己一旦有时间便陪父母、
妻子聊聊天、干些家务活，真想
一下子把自己不在家的这几个
年头时光全都补上。

在结婚9年的时间里，闵祥

银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老大
今年 9岁，上小学三年级，老小
今年 3岁，上幼儿园。”闵祥银
说，由于长年不在家，前几年家
中 的 父 母 和 孩 子 均 由 妻 子 照
料，近几年妻子才与孩子迁至
济阳县城。

尽管妻儿迁至济阳，可闵
祥银不能时刻陪伴在左右，一
周仅休息一天。“60多岁的父母还
在临沂，我一年到头也就回家一
次。我姐姐还能抽几天空回家看
望、照料一下父母，自己可内心
还是对他们充满了愧疚之情。”

当谈及在部队如何过年时，
闵祥银称每逢除夕下午16时，兄
弟们则开始聚餐，基本17时许就
结束了。“17时以后直到春节中
午，我们得时刻准备出警了，这

个阶段市民开始燃放鞭炮，易引
起火灾。全县1000多平方公里，一
晚我们得出警十多次。”

“大家都在看春晚、吃团圆饭
时我们则一直在出警的路上。一旦
没火警时，兄弟们也就一起包水
饺、打扑克、聊聊天，稍微放松一下
自己，但这种时候极少。同时，趁不
忙时再给亲戚、朋友打电话拜拜
年、叙叙旧。”闵祥银说。

为了市民的安全，像闵祥
银这样的消防官兵春节期间放
弃与家人团聚，却时刻坚守岗
位。春节来临之际，济阳消防
中队所有官兵祝愿全县市
民万事如意，全体消防
战 士 安 安 全 全 ，所
有父母身体健健
康康。

向春节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们致敬！

参参军军1166年年仅仅33次次回回老老家家过过春春节节

春节来临，在外
工作的市民纷纷赶
回老家与家人团聚。
而在家的老人们开
始陆续做准备工作，
城区家庭市民连续7
日天天赶集买年货，
乡镇村民则趁乡镇
大集备足鸡鱼肉肘，
共同期待全家团圆
之时。

本报记者 梁越
杨擎 张健

梁修玉每天到集市上购买各种年货。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太平镇镇集上，村民在选购鲜虾和海鱼。 本报记者 张健 摄

像
闵祥银一
样很多消
防官兵春
节依然坚
守在岗位
上。

本报记
者 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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