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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琳琅满目的年货、精彩的民俗表演、挂满
街头巷尾的大红灯笼……赶年集、买年货、添
新衣，大街上熙熙攘攘，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
的大集渲染成一幅祥和、团圆的美丽画卷。

1月 24日，农历腊月十四，记者来到丹凤
商镇的年集上，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嘈嘈切切
的讨价还价声迎面扑来。据当地人介绍，商
镇集市距今已经有 1600多年的历史，南来北
往的客商和附近镇村的村民逢年过节都会来
这里赶集。解放初期，商镇集市以农副产品

为主，有柿饼、核桃、莲菜等，还有一些
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和马车行。如今的

商镇集市不仅有农副产品，还有各
种工业产品，如锄头、铁锹、炉子、

银器等。
来赶集的市民程曦说，来

到这里似乎回到了童年。“小
时候爸妈牵着我的手去赶
集的记忆依稀还留在脑

海中，这里完完全全就是
当年的感觉，很亲切！”她的

朋友张玉凡表示，虽然这里硬
件没大超市好，但更有生活气

息，价格也便宜了 20%左右。6 岁
的媛媛由奶奶带着来赶集，她兴奋

地东看看、西瞧瞧，对啥都很好奇。奶奶说，
让小朋友来长长见识，认识各种农产品，太合
适不过了。

在丹凤县竹林关镇，年集同样精彩纷
呈。与商镇一样，农历每逢一、四、七，就是竹
林关赶集的好日子。1 月 27 日，已是农历腊
月十七，街上的年味儿也是一天比一天浓。

“叔，你这是又割的猪腿肉啊？”
“快过年了，娃们也都要回来，赶一次集，

就捎带置办点年货，过年吃吃喝喝，一大家子
聚在一起，那才叫过年呢。”正在赶大集的邢
俊治乐呵呵地说道。

放 眼 望 去 ，集 市 上 有 卖 灯 笼 对 联 的 ，
也 有 卖 鸡 肉 、鱼 肉 类 的 ，还 有 卖 各 种 干 货
小 吃 的 ……商品琳琅满目、种类齐全，熙熙
攘攘的人群穿梭于各种各样的摊位之间，在
摩肩接踵中置办着新春年货。“回老家赶集就
是感受年味儿，虽然在商场超市也能买到各
式各样的年货，但是赶大集更有过年的仪式
感！”竹林关镇居民王先生说。

聚拢起的是烟火，摊开来的是生活。丹
凤各个乡镇的大集上，不仅藏着人间烟火气，
还藏着几代人的童年回忆。春节将近，和家
人一起去赶集，赶的不仅是集，还有对新年的
希冀与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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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 潇）腊月
里的商南县城，夜色里弥漫着别样的浪
漫。1 月 29 日晚，笔者走在商南县城的
大街小巷，看到沿街一盏盏大红灯笼高
高挂起，道路两侧的大树上、灌木丛中，
一处处黄色、紫色、红色花灯将街道装
扮一新，流光溢彩，中国式的“年味”在
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南大街路上的彩色花灯璀璨迷人，
长新路上颜色亮丽的各式灯光将路边

的行道树映衬得五彩斑斓，文化路两旁
法国梧桐上的红色小灯笼汇集成耀眼
的“星空”，吸引群众纷纷拍照打卡。

“大街小巷这样一番装扮之后，有
一股浓浓的年味，感觉城市更靓丽、更
活泼，心情也更美丽。作为土生土长的
商南人，这些年来，我深刻感受到了家
乡的发展变化、城市形象的提升，充满
了幸福感。”居民李磊高兴地说道。

在西街古城里，流光溢彩的夜景灯

光和夜市的烟火气息融合在一起，温暖
了整个寒冷的冬天。从商南西街东边
的大门拾级而上，摆放整齐的小吃摊在
灿若星河的灯光下映入眼帘，小吃街在
两 边 摊 贩 的 包 围 下 一 路 向 更 深 处 蔓
延。炸串、烧烤、卷饼等各种小吃琳琅
满目，香味扑鼻、令人垂涎。各种灯笼、
福字、对联、年货用品等应有尽有，让人
目不暇接。各色招牌光影交错，灯光璀
璨中人潮涌动，摊位前升腾涌动的热

气，此起彼伏的叫卖吆喝声，交织出一
幅充满活力、年味浓浓的夜市新画卷。

截至目前，商南县城共悬挂发光挂件
4560 个、360 柔性灯带 2600 米、电线
10475米、发光小灯笼串85串、灯串5550
串，其他镇办也在陆续点“靓”年味，营造张
灯结彩、喜气洋洋、五彩缤纷的绚丽景象
和浓郁的节日气氛，不断提高城市形象，
丰富百姓夜间生活，让全县群众获得更多
的满足感、体验感、幸福感。

彩 灯 盏 盏 照 华 年彩 灯 盏 盏 照 华 年

本报讯 （记者 马泽平 刘
桃李）随着农历龙年春节临近，汉字
故里洛南县大街小巷人头攒动。1
月 30 日，在一抹抹喜气洋洋的中国
红中，人们正开开心心地在县城大
街小巷置办年货。

走进洛南县体育场，文艺演出
舞 台 上 演 员 正 放 声 高 歌 ，台 下 上
百群众不时鼓掌喝彩。50 多个年
货摊位上，寺坡橡子凉粉、巡检柿
子醋、永丰枣夹核桃等洛南“明星
产品”，被市民争先抢购。火红的
灯笼下，人们穿梭其间，挑选春联
和福字。

“我今天过来听了戏，还买了些
牛肉、豆腐干。”三要镇的张女士得
知有年货展销活动，专程带孩子过
来逛逛，这里土特产、零食、熟食、玩
具一应俱全，一站式就能把年货备
齐，很方便。

“正月里来是新年呀……”在四
皓街道柳林广场里，商贩祁福娃一
边唱着自己喜欢的喜庆歌曲，一边
吆喝着买自己的年货。广场上，对
联、红灯笼、福字、贴画挂满墙，“龙
元素”的挂件摆满摊位，喜气洋洋的

“中国红”新年元素商品把整个市场装点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商贩也拿出自己的才艺展示开来。

“新年快到了，今天和我的好姐妹一起来街上购买一些年
货，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带一些零食，给父母们买一些水果，大家
热热闹闹地过新年，这段时间我们都在准备年货。”住在附近的
杨女士边买对联边说。

在花溪弄景区，从入口处便年味十足。“我是土生土长的洛
南人，这次回家过年看到家乡搞了这一系列活动，整个县城都很
热闹。”从西安回来的王先生说，他长期在西安工作，刚回来几
天，想念家乡的味道了，就专程来这吃热豆腐。

每逢新年等重要节日，洛南家家户户都会做豆腐，期望来年
平安富足，若是遇到了红白喜事，招待来客的桌子四角也会放上
四碗豆腐。时至今日，蘸豆腐、炒豆腐、烩豆腐等仍常见于洛南
人的餐桌。

在永丰镇街道上，摊边叫卖的喇叭声、此起彼伏的二维码收
款声，还有赶集遇到熟人谝闲传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描绘出洛南
乡村大集最真实的烟火味。

“19 米的长卷鞭炮多钱？”“110 块钱。”“能便宜点不？”“100
你拿走。”一场买家卖家讨价还价后，查大爷如愿买到了过年的
鞭炮和烟花。查大爷说，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吃的穿的日常
也都能备齐，过年赶集买到什么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赶”
的过程，是感受过年的热闹、新春的喜庆与陪同家人一同置办年
货的温馨。

在汉字故里洛南，从城里到乡下，处处都洋溢着喜迎龙年的
热闹氛围，大家在买卖之间送出对彼此的美好祝愿，在精彩演出
中体验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这一幕幕共建共享共富
的幸福画面，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了别样的浓浓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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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而归满载而归

▷便宜实惠的红
薯备受老年人喜爱

火红的灯笼火红的灯笼、、对联等商对联等商
品引来不少顾客前来挑选品引来不少顾客前来挑选

南大街南大街 文化路文化路

本报讯 （通讯员 辛恒卫）1 月 22 日是农历腊月十二，笔
者来到镇安县西口回族镇集贸市场，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喜
庆的春联、火红的中国结、各式各样的吃食……大小商贩依次排
开，叫卖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市场。乡党们穿梭于
大街小巷忙着置办年货，迎接龙年新春的到来。

“砂糖橘6元一斤，苹果5元一斤……”尽管天气寒冷，但小商
贩刘玉林的水果摊前依旧围满了顾客，众人你挑我选，忙得不亦乐
乎。为了在春节前多销售点水果，刘玉林从腊月初开始就拉运水
果奔波忙碌在集贸市场上。“今天西口集上人特别多，我的砂糖橘
和苹果卖得特别好，年里最少再来西口赶两场。”刘玉林说。

“过来瞧一瞧、看一看。”来自西口回族镇石景村的回族青年
马勇的摊位前牛羊肉也十分抢手。他一边给顾客称肉，一边乐
呵呵地告诉笔者：“今天集市上人非常多，牛羊肉卖得非常火爆，
不提前预订都买不到的。”

面对顾客对年货的不同需求，摊主们各显神通，纷纷拿出
看家本领招揽顾客。一对情侣告诉笔者，不论是海鲜、还是反
季果蔬，在这里都应有尽有，今年回家过年，他们感受到了浓
浓的年味。

“市场内商品种类繁多，蔬果、鲜肉、水产等一应俱全，我今
天过来主要是采购几斤新鲜的牛羊肉，北阳山里养殖的牛羊，肉
质蛋白质含量高、氨基酸含量丰富、嫩度高，味道鲜美，一直是招
待客人的最高级别特色食品”。顾客田祥林说。

伴随着吆喝声，市场内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背着背篓，有的
提着袋子，核桃、木耳、五香作料、瓜子炒货，离开的时候人人手
里都是满满的。路遇和老伴逛街的回族老人胡吉庆，他感叹道：

“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幸福了，各色吃食琳琅满目，让人挑花了眼，
家里也待不住，我和老伴也出来感受一下年味。”

回汉群众赶大集

监测单位：商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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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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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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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柿

西葫芦

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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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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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豆腐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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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

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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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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