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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话题

在位于长春经开区的中东大市场内，
记者看到，长约近百米的春联和新年饰
品摊点清一色的“中国红”：各种规格写
着各式祝福语的大红灯笼、大大小小中
国结、印刷体和手写体的春联、各式各样
的红包……穿行其中，真切地感受到“春
节”已经临近了。

除了喜庆的春联、饰品，各类美食也
是琳琅满目，吃年糕，“年年高”，在年糕
摊位前，不少市民排队购买年糕，而各种
水饺、麻花、猪蹄等传统年货产品也同样
受欢迎。据售货员介绍，不少市民响应

“就地过年”的号召，为此今年增加了不
小的销量，为满足一些拜年的市民需求，

还为就地过年的外地朋友提供快递、团
购等服务。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象征着美好吉利
的红色一直是重要场合的首选色，无论
婚庆喜事还是传统节日。每到春节，不
论是不是本命年，鲜艳热情的红色，不仅
代表着我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与希望，

也是许多市民的衣橱常客，今年带着红
牛的袜子、内衣都非常走俏。市民许女
士为一家三口购买了三双红袜子，她告
诉记者：“红色是一种希望，更是经历过
疫情一年后，对新年的美好祝愿。”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王跃 吕
闯 蒋盛松 实习生 申丛伊 报道 摄

记忆中的年味
小时候胡同里的年真热闹

今年21岁的白一涵同学家在长春，在
大连一所高校读大三。白一涵说，2020年
12月中旬时大连突发疫情，当时有的学院
已经发出做好不回家的准备，让同学们调
整心态，她也做好了准备了留守校园的打
算。之后学校又通知说可以买票有序离
开，她赶紧抢票，并拿着核酸检测报告坐上
了回家的列车。经过其中的坎坷，她更加
珍惜春节，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对白一涵来说，心中最深的年味则就
是胡同里，是街坊邻居之间热闹的氛围，是
窗外“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是争先恐后磕
头收到的红包，是爷爷给买的冰糖葫芦，是
热腾腾的饺子。白一涵说，她记得小时候
在胡同里有很多小伙伴，春节期间，孩子们
在外面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一点儿也
不觉得冷。偶尔有扛着草木棒子卖冰糖葫
芦的商贩路过，爷爷都会给孩子们买几串
分着吃。她还记得胡同里的王奶奶腌酸菜
堪称一绝，每年王奶奶家的白菜都是邻居
们买的，就是为了过年能去王奶奶家捞几
棵酸菜吃。

在白一涵的记忆里，每年过年都要买
上几挂鞭炮，除夕夜放一挂是除旧，初一
早上放一挂是迎新。“小时候家里包饺子，
我总爱去捣乱，爷爷就会给我一个面团安
抚我，但是那面团没玩多大一会就硬了，
我就嚷着要学包饺子。我夹起一大坨肉
馅放在饺子皮上，捏住了一面，肉馅就从
另一侧漏出来，两边都捏住肉馅就从上边
漏出来，越捏越漏，越漏越捏，就这样我包
了一帘坏饺子。虽然那晚的饺子煮成了
肉片儿汤，爷爷也喜滋滋地吃进去。”白一
涵笑着说。

白一涵说，在春晚欢快的歌舞声中，小
孩们给长辈挨个磕头，长辈们从身后拿出
一个红包，磕得多的给得也多，孩子们都比
着磕。爸爸、叔叔掐着零点出去放鞭炮，随
着“哐当、哐当”的二踢脚和“噼里啪啦”的
小挂鞭声中，年就这样过去了。而这种浓
浓的年味，永远埋在她的心中挥之不去。

现在的年味
她喜欢手机集“五福”
一个福将家人们连在一起

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和变迁，在白一涵

的记忆中，街坊邻居们都渐渐搬走了，胡
同里的房屋也逐渐被拆迁，而在她自己也
慢慢长大。白一涵说，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过年方式，但她仍怀
念当年在胡同里爷爷给买的冰糖葫芦，老
邻居王奶奶腌渍的酸菜。

而白一涵现在过年喜欢用手机集“五
福”，家人们都特别积极，看见福字就打开
手机扫一扫，大家之间还相互索要“敬业
福”，很有过年氛围。白一涵说，她喜欢集
福，就是因为一个福字将家人、朋友们又
连在一起，大家之间又多了很多互动，这
应该才是过年应有的氛围，而不是虽然都
在身边，但却各自在玩手机。

白一涵认为无论过年的形式如何在
变，本质都不会变，那就是团圆、关心、问
候、互动。白一涵说，她把自己心中最朴
实、最快乐、最温暖、最有趣的年味分享给
大家，希望每一个人无论今年在哪过年都
不孤独，都充满阳光，也提前祝大家新春
愉快。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实习生
申丛伊 报道 受访者供图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带您感受春节前欢乐喜庆氛围

长春处处红红火火 渐浓！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这一天意味着距离春节进入倒计时，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走访中，长春市的街头巷尾、商场、

市场，到处是人们忙着置办年货、张罗年夜饭的身影，到处都洋溢着红红火火的欢乐喜庆氛围。

昨日上午，在长春市光复路
国贸批发一楼，各个卖糖果的摊
位周围生意火爆，“便宜了，各类
糖果齐全！”“来看看买点啥，硬
糖、奶糖、软糖都有！”摊主们热情
招呼着，现场充满过年的氛围。

糖果摊：
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记者看到，一家糖果摊位生
意相当火爆，摊位四周买糖的顾
客络绎不绝，由于顾客们买的量
都比较大，摊主更是给他们提供
了塑料盆——顾客将自己喜欢的
糖先装到盆里，然后上秤称重，最
后付钱放进袋里拿走。记者在现
场观察10分钟左右，发现每名顾
客最少都得买个四五十元钱的，
其中奶糖、软糖相对来说更受欢
迎些。

市民赵女士买了一大兜糖
果，付完钱后，她脸上露出很满意

的表情。“我这次买得比较多，孩
子愿意吃奶糖，老人愿意吃酥糖，
种类也比较齐全，希望全家人能
过个甜甜蜜蜜、开开心心的新
年！”赵女士说。

摊主李女士说，自从进入腊
月后生意便逐渐好起来，昨日是
小年，人就更多了，别看摊位不算
太大，目前每天都有些忙乎不过
来。李女士说，近来一天的销售
流水就达几万元。她家在这已经
干了18年了，属于老店了，回头客
比较多，不仅仅是零售，周边上她
们家批发拿货的也比较多。

坚果摊：
有市民一口气买了200斤

国贸批发商场内外的坚果摊
位也是生意火爆，核桃、开心果、松
子、榛子、杏仁等都比较受欢迎。

一家摊主说，他卖的熟核桃
18元一斤，大个的开心果35元一

斤，大个的松子50元一斤，价格公
道，品质有保证，顾客可以随意品
尝。坚果好吃又有营养，这几天
生意还可以，每天大约都能卖个
几百斤。

采访中，这位摊主迎来了一
份大单，一名男子表示要购买200
斤，几经讨价还价，双方顺利成
交。该男子说，这些坚果除了自
己吃，主要是送礼，他选了榛子、
杏仁、开心果、夏威夷果等多个种
类，并且每种都分成10份，以方便
送人。

除了一些食品类年货，小孩
子的玩具也很热销。在国贸批发
三楼，记者看到玩具区有不少顾
客，各式各样的玩具琳琅满目，顾
客们认真挑选着。“很多家长都会
给孩子买玩具作为新年礼物，比
较受女孩喜欢的是音乐盒、芭比
娃娃等，男孩大多喜欢玩具车。”
摊主张女士说。

“火鹤花60一盆，红运当头
90一盆，来一盆吧，今年这个特别
火！”2月4日中午，记者赶到长春
市青怡坊踏查新春气息，刚一进
入花草区，就被商家的吆喝声吸
引住了。

据商家刘女士介绍，随着春
节临近，青怡坊内的生意明显变
得火热，“今天人特别多，小年了，

都开始买花装饰家里了。”刘女士
表示，红色花朵有好彩头的寓意，
因此备受顾客青睐，“我上了12
盆火鹤花，一上午就卖了六盆！
红红的花，多喜庆呀！”

顾客姚女士挑选了两盆名为
“红运当头”的鲜花，“我就相中这
花名了，多吉利啊！买两盆放家
里，亲戚朋友来了看着也喜庆啊！”

除了鲜花外，记者还了解到，
一种名为银柳的干花格外走俏。

“这种花火红火红的，不用浇水，
能养一两年。”店主许女士表示。

在观赏鱼区内，记者看到不
少市民都在选购红色的观赏鱼，

“血鹦鹉、红尾金龙都比较火，颜
色招人喜欢，这几天卖出了不
少！”

女大学生白一涵：

心中最深的年味在胡同里
2021年的春节，因为疫情，注定不同。在政府倡议就地过年的大背景下，很多人放弃

了团圆，为让年味和爱陪伴更多的“异乡人”，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推出“我把年
味送给你”全民公益活动。让本地人晒出心中的年味，讲述自己的“年味”故事，把家乡的年
味送给远方的他（她），同时征集年味相关的心愿及诉求。这个春节，无论你在哪里，年味不
缺席。

时间：2月4日下午 坐标：长春经开区中东大市场

大红灯笼、红牛袜子…… 市场内到处红红火火

时间：2月4日上午 坐标：长春市光复路国贸批发商场

糖果、坚果等生意火爆 有摊位每天销售流水几万元

今年春节选择在家过年的市
民很多，这也导致各种调料也卖
得比较好。昨日上午，在光复路
庆丰大厦一楼，干调区各个摊位
生意都比较好，其中白砂糖、味

精、辣椒面、花椒面、烧烤料等都
很受欢迎。

在一家干调摊位，一名男子大
包小包地买了有500元钱的，其中
白砂糖、辣椒面买得最多。“今年春

节期间我们家不打算上外面吃了，
自己在家做饭，肯定是比较费调
料，所以就多买些备着。这些调料
也不是我们一家的，我还帮朋友买
了一份！”该男子笑着说。

时间：2月4日上午 坐标：长春市光复路庆丰大厦一楼

“在家吃团圆饭 调料得多备些”

时间：2月4日中午 坐标：长春市通化路青怡坊

花鸟鱼市场生意火爆 红颜色的最招人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