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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好好看回“春晚”了
□本报记者 米雅娜

新年的气氛早就在山西省河津
市这个小城弥漫开了，卖春联的、卖
香炉的， 一进腊月就开始在市场吆
喝开来。 离春节已经没几天了，家住
河津市米家湾村的赵阿姨才开始置
办年货， 她说：“往年这时候早开始
买了。 但是今年不用着急，因为家附
近新开了家超市，大年初一也营业，
东西很全，价格也不贵，我再也不用
为买东西发愁了。 ”

开超市喽！

“以前可不是这样，”赵阿姨说，
超市还没有开办之前， 她要去离家
两里地的一个露天市场去买东西，
平时还好，办年货是她最发愁的事，
对她这样操持一家人生活的人来说
“孩子们是过年，大人却是过难”。 过
年买东西， 实在是一件耗力又耗心
的事，家里亲戚多，要准备的东西也
就很多， 亲戚来了， 又不能让人等
着，自己现去买，何况大正月里，市
场上根本就没卖东西的， 她必须年
前把需要的东西都备好。

每年一进入腊月， 赵阿姨就开

始列出要办的年货的单子， 锅碗瓢
盆、针头线脑、葱姜蒜等全要她自己
一样样往回买。 怕自己忘了哪一样，
她就采取分批分期采购的方法。 腊
月初就开始将花椒大料、 粮油米面
等能耐存放的东西慢慢往回搬；进
入腊月中旬开始买瓜子、花生、核桃
等一些干果类食品；而菜、肉、蛋等
则是过年前几天才开始大批量买，
这其中蔬菜最难处理， 返季菜不好
储存，买早了怕烂掉，每天还得不停
地翻晾， 买晚了又怕没有好的。 她
说，我感觉整整一个月都在买东西，
那个累呀。 有些东西在市场分布的
非常散，到了年关人又多，天又冷，
她经常就顶着瑟瑟寒风， 推着挂满
大兜小袋的自行车， 从卖调味品的
地方辗转到卖米的地方……

等孩子们放假了， 她会叫上一
个孩子， 专门负责在她挑选货物的
时候拎东西、看包，这个时候，往往
是母子最容易闹矛盾的时候。 孩子
拎着东西又冷又累， 嫌她挑选年货
讲价太不利索。 她总是无奈地说：
“你不知道啊，这市场什么档次的东

西都有，不多看几家，经常会买回次
品。 ”也有急的时候，娘俩当街就吵
开了。 赵阿姨说：“每到这个时候，我
就在想， 什么时候咱也能像城里人
那样，亲戚到了再下楼去买东西。 ”
赵阿姨的梦想终于在今年实现了，
因为超市开到了她家门口， 想要的
东西都能买到，质量也有保证，她笑
着说：“超市里啥都有，东西又集中，
价格还稳定， 我再也不用担心来了
客人，家里缺盐少醋的啦！ 我再也不
用拎着大包小包囤积货物了！ ”

我也能看“春晚”了

过年是大家心目中承载着欢乐
与轻松的节日，但是赵阿姨说，对她
这样的家庭主妇来说， 过年意味着
紧张和忙碌。 她说：“不怕你们笑话，
我有十来年没正经看过‘春晚’了。 ”

赵阿姨说，以前去市场买东西，
东西倒是挺全，啥都有，就是品质参
差不齐，卫生状况也不好，好多熟食
就那么晾在外面，没有盖的东西，来
来往往的人会带起一层层土， 卫生
状况看着都让人担心。 为了买几斤

好瓜子，她都得看四、五家，因为好
多都不是长期摊贩， 趁着过年才卖
几天，不考虑信誉的问题，东西质量
也就不能保证， 买回的瓜子都得拿
筛子过一遍。 总体来说， 好东西不
多。 另外，成品的东西她也不敢买，
都是买生的自己再重新做， 这就给
她添了很多的麻烦， 本来过年前几
天就非常忙，除了收拾卫生，她还得
张罗炸鱼、炸丸子、剁肉馅等，非常
繁杂的活，累的她每年到除夕晚上，
春节联欢晚会看不上十分钟， 就开
始打盹了， 只能在迷迷糊糊中听到
电视里的笑声和掌声。 等到正月里
闲下来，跟邻居一交流，所有人都是
一个感受，累！ 赵阿姨说：“我们这些
人常感叹，咱们这村里呀，是拿上钱
都买不上好东西， 啥时候咱们能解
脱了，放心地吃现成的东西啊！ ”

今年好了， 赵阿姨感叹道：“我
跟邻居们聊天还说呢， 这个超市可
是开好了，只要有钱，啥都能买上，
干净又方便，用多少买多少，啥时候
都是吃新鲜的。 ”她说，我们也能解
脱了，今年我要好好地看“春晚”！

今年不置办年货了
□本报记者 计 慧

春节是咱中国人最重视的节
日，一进腊月门儿，各家各户就开始
忙碌着准备年货了。 俗话说，“二十
三糖官粘、二十四扫房间、二十五做
豆腐、 二十六去割肉、 二十七杀只
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坐一宿”。 您瞧瞧，尤其是
这过年前的一个星期， 那更是忙得
不可开交。

这眼下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工
夫就要过年了，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
口镇北小营村村民王春梅大姐家却
还没开始置办年货， 生活节奏也没
有因为春节的临近显得比往日忙
碌。

难道王大姐家这春节不过了 ？
王大姐说了，这年咱不但要过，还得
热热闹闹地过，但，这年货咱今年不
置办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买什么都很方便

王大姐所在的北小营村虽然离
昌平县城还有 10 多公里的路程，但
由于附近建有大学、 工厂等， 近几
年，村里商业发展速度很快，大大小
小的超市就开了七八家。

“以前过年， 买年货那是件大
事，提前很长时间就要准备了，从吃
的到穿的再到用的， 样样都得置办
齐备，隔三差五跑县城，过个年那叫
个累啊。 ”王大姐说，“现在家门口的

超市什么都有，非常方便，几分钟的
工夫就买回来了， 再也不用和以前
那样寒冬腊月顶风冒雪地跑县城置
办年货了。 ”

记者看到， 王大姐家所在的巷
子位于村子中心地带， 不足千米的
巷子里接连开着四家超市， 这些超
市多为一二百平米的小店， 虽然不
像城里的超市规模那么大， 但却不
乏物美、新世纪这样的品牌连锁。 物
品种类也相当丰富， 从保质期较短
的鲜奶到耐储存的粮油， 从洗漱用
品到内衣拖鞋，一应俱全，满足日常
生活完全不成问题。 在这条巷子里
还间或有餐饮、服装、百货日杂等店
面在营业，俨然一个小集镇。

“新世纪”超市是昌平区供销合
作社的企业，2008 年才在王大姐家
的这条巷子里开业， 面积相对于其
他几家比较大、品种也比较全。 记者
在这家超市看到， 货架上的商品多
是一些名牌产品，存量丰富。 据店员
介绍，虽然临近过年，附近的学校、
工厂都已放假， 销售量比平日低了
不少，但考虑到村民的日常需求，春
节期间依然会照常营业。 记着了解
到， 除了几个私人经营的超市准备
过年放假外， 物美等这样的连锁超
市， 像新世纪超市一样也将在春节
期间照常营业。

这就难怪王大姐家即使过年也
不忙着置办年货了。

不过，王大姐还说了，有一样东
西买起来不太方便。 虽然王大姐家
所在的村子商业发展的比较快，但
毕竟远离县城， 没有烟花爆竹销售
点， 买烟花爆竹还是得去十几公里
外的县城去。 好在附近的交通比较
方便，出门有公交，也有出租车，去
县城买趟烟花爆竹也就一顿饭的工
夫就回来了。 王大姐说，即便这样，
对于现在的生活条件也很知足了。

吃什么都讲究新鲜

王大姐家附近的超市都是一些
小型超市， 虽然柴米油盐酱醋茶都
可以在超市里买到， 但却不售卖蔬
菜和肉类， 王大姐家到现在都按兵
不动， 那过年所用的此类货物又如
何解决呢？

“这个问题好解决。 ”王大姐说，
“我们隔壁村子里每天都有早市，主
要是卖蔬菜和肉类， 好多蔬菜都是
附近的大棚里种的，特新鲜。 早市上
的价钱也便宜。 ”

王大姐所说的早市， 离王大姐
所在村子的距离大概两三公里，公
交车需要行驶三站地。 记者早上 7
点来到早市时， 这里已经是人声鼎
沸了，一两公里的乡村道路两旁，商
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附近村民
的讨价还价声也不绝于耳。 这里的
蔬菜摊子上有冬天常见的白菜萝
卜，也有非常新鲜的西红柿黄瓜，种

类非常丰富。
在早市上，记者不断看到，有些

农民用三轮车拉着一两筐子蔬菜叫
卖，多是一两个品种，但却比蔬菜品
种较多的摊子上的蔬菜要新鲜不
少，细细一问，才知道这些就是王大
姐所说的附近大棚里的蔬菜。 “一个
大棚一般我们只种一两种菜， 大部
分卖给了批发市场，留下一小部分，
趁着过年， 自己拉到早市上多赚点
钱。 ”一位卖菜的大叔说，“没有比这
菜更新鲜的了， 从地里拔出来还不
到一个小时，您看，这泥都是新鲜的
呢。 ”

肉摊上的生意也非常红火 ，记
者仔细观察了一下， 每块鲜肉上都
有检验检疫的印章。 买肉的村民也
并不多买， 少则三五两， 多则一两
斤。 记者询问一位大妈，过年是否会
多买些鲜肉冻在冰箱里， 大妈说 ：
“过年也是这样随吃随买，买多了占
冰箱还不新鲜， 早市逢年过节也有
卖菜卖肉的。 现在不同以前了，吃什
么都讲究个新鲜。 ”

这里的早市一直持续到将近中
午才渐渐撤完。

王大姐说，不仅自己家，附近的
街坊邻居现在也把置办年货不太当
回事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农民的日
子越过越好了， 农村的生活越来越
便利了。

北京顺义区 12 个村镇的农民秧歌队
近日在莲花山滑雪场踏着欢快的乐曲精
神抖擞地跳起来扭起来，喜迎虎年新春。

中新社发 李继辉 摄（cnsphoto 供图）

———春节农村日用消费品市场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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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个和城里人一样的年
□ 本报记者 陆 璐

眼瞅着就要过年了，家住江苏
海门市江心沙农场的徐美芳还坚
持在离家几十公里的包场镇的一
家民营油厂工作着。 单位离家很
远，一周最多才能回家一趟，等到
收油菜籽的季节，可能一个月才能
回去一趟，但为了能支援儿子媳妇
在北京买上房，她还是坚持挣着这
份辛苦钱。

“二十九我就回家了 ，从镇上
的农贸市场再买些新鲜的海产品，
别的都可以回家再准备。 现在农村
买东西也方便，什么都有，就等他
们小两口从北京回来过年。 ”徐美
芳开心地说。 在农村生活了五十多
年的她， 说起这些年农村的变化
时，忍不住感慨地说：“从前的农村
和现在真是没法比啊！ ”

除夕的鱼和肉要留到元宵

“从前农村的年夜饭可不比现
在，哪来那么多大鱼大肉。 ”徐美芳
说道，“我们年轻那会儿最盼过年
了，因为有肉吃啊。 那时候买肉很
难，不仅要凭票，而且还得托人才
能买到，专挑肥的买，给瘦肉还不
乐意。 现在可不一样了，大家注意
营养了，怕得高血脂、高血压什么
的，爱吃瘦肉，不爱吃肥肉了。 ”

话说中国的年夜饭必定要有
鱼，取义为“年年有余”，只不过大
年三十的餐桌上，这鱼只能看不能
吃，得留着。 说到这“年年有余”，徐
美芳忍不住笑了起来，“过去条件
不好啊，我们农村这年三十饭桌上
带荤的可都得有‘余’啊，鱼、肉、蛋
能留到正月十五甚至更久，哪舍得
吃啊，有客人来了才端出来，大家
就眼巴巴地看着， 不舍得动筷子
……”这些年，农村条件好了，农民
富了，商品也多了，这些看似可笑
的行为也再不能发生了 ， 徐美芳
说，农村现在的农贸市场东西多又
全，和镇上的菜市场一样，甚至不
少镇上的人还来村里买菜，因为农
村的菜既便宜又新鲜。

儿子第一次喝到“真雪碧”

“我准备回家后去超市再给小
两口买些开心果、牛奶糖、薯片这
些零食， 年轻人就爱吃这些东西，
就是不知道大年二十九回家超市
东西还全不全了，快过年了，东西
卖得更快了。 这两年我们那个村的
超市生意好得不得了，超市连着开
了好几家，想买什么都有，大家也
不用老跑镇上买了。 ”徐美芳有点
儿担心，怕等她回家超市东西卖光
了，赶紧拨了老伴儿的电话，让他
第二天就准备起来。 “孩子们幸福

啊，现在商品丰富了，我们也有点
儿钱了， 就想着给他们买好吃的。
我们那会儿哪来这些东西，不说别
的，就连红糖都很紧张，我生孩子
坐月子才能喝上红糖水，用来补身
体。 再说，那时候交通还不方便，骑
自行车去镇里来回一趟最起码得
2、3 个小时，时间全在路上了，累得
不行啊。 ”回忆起过去的艰苦日子，
徐美芳又一次感慨农村变化的巨
大。

说起农村这些年新建的超市，
徐美芳说最大的好处不仅是商品
多了，而且是东西有保证了 ，不用
再担心买到假货了。 “说起来也怪
心疼的， 儿子考上镇上的重点高
中，才第一次喝到了真的雪碧。 ”徐
美芳叹了口气说：“虽然一直在农
村， 但我们总也希望能给孩子吃
好、穿好。 儿子说要喝雪碧，我们咬
咬牙也给他买，谁知乡下小店里卖
的雪碧还是假的 ， 瓶子看着挺像
的， 其实也不知道是哪里做的汽
水，直到儿子上了高中喝过真雪碧
之后才发现从前喝的哪是什么雪
碧啊！ 在农村我们最怕买到假货还
不知道，说实话，价格还不低，太让
人气愤了。 不过，现在这些假冒伪
劣少多了。 ”

什么都不用买，家里都有

如往常一样， 星期天的晚上，
儿子给徐美芳打来电话，询问家里
是否一切都好。 快过年了，儿子媳
妇为了表达孝心，想给父母从北京
带些礼物回来，徐美芳高兴地合不
拢嘴。 儿子先是想给徐美芳和老伴
儿带些北京特产的糖葫芦 、 茯苓
饼、绿豆糕之类的，还没说完，就被
徐美芳打断了，“不用不用 ， 太重
了，况且现在家里超市也有卖的。 ”
原来老伴儿的一个同事从北京带
回这些特产发给大家，后来却发现
家里的超市就有卖。 媳妇又提议给
二老买个足浴盆，用来保健。 这下
又被徐美芳又打住了，“千万别买，
上个月我和你爸看了广告，刚买了
一个，正用着呢。 ”于是，儿子和媳
妇发了愁。 “儿子，什么都不用买，
家里都有，你们回来过年，我们就
最高兴了！ ”对于徐美芳来说，过年
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过个团圆年。

如今， 农村生活环境改善了，
农民生活质量提高了，他们和城市
人基本享受到了一样的购物环境，
不再愁吃、愁穿了，正如徐美芳说
的：“过不了多久，城市农村都一样
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