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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业视点

“过了腊八便是年。”今年，由于
疫情防控的需要，很多人选择就地过
年，置办年货也从线下转至线上，电
商平台的一场场“年货节”打响了过
年的第一战。

1月20日20:15，伴随着欢快悠
扬的乐曲，李佳琦淘宝年货零食专场
直播正式上线。只见他身着红色西
装，身后的背景板也是春联、灯笼齐
上阵，一派喜气洋洋。

在持续4个多小时的直播中，全
福德冰糖葫芦礼盒、轩妈家蛋黄酥、
良品铺子每日坚果等几十种零食热销
……弹幕中不断刷屏的“过年啦，发
红包啦”也让整场直播高潮迭起，用
户只要点开一个个弹出的红包，便有

不同金额的购物补贴。
热衷直播购物的徐颖，自然不会

错过春节前最后一次大型网购活动。
这一周来，她每晚准时进入李佳琦直
播间，抢购各种年货已成习惯，她的
淘宝订单中也充斥着十几件待收货、
待评价的新鲜包裹。“选年货和‘双
十一’购物节不同，我会更多关注有
寓意的东西。像坚果、糖果、酒水这
些经典年货，一般都做成大礼盒的样
式，包装精致好看，也更贴合过年的
氛围。”徐颖介绍，“根据朋友的不
同，我给他们准备的礼物也不同。比
如送给夫妻会选择甜蜜寓意的糖果，
家里有小孩会买些有趣、益智的礼
物，送长辈的则选健康养生类，比如
茶叶、营养品等。”徐颖表示，因为
疫情的原因，今年她准备就地过年
了，所以也购置了一些半成品年夜
饭，为除夕的年夜饭做准备。

同样参与直播购物的“90 后”

菁菁，提起买年货的体验，颇有心得。
“从年初开始，我便在抖音、淘宝等平台
不停筛选，最后将注意力停留在了一些
头部主播的直播上。他们的优惠力度更
大、售后服务更好，同时覆盖食品、衣物
等更多品类，性价比更高。”菁菁说，主播
们会提前在微博、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
公布每场直播的商品介绍，以便消费者
在相应时段进入直播间抢购。“相较于漫
无目的地逛超市，直播商品清单可以让
我们迅速找到心仪产品，直接出手。”

今年的直播“年货节”除了淘宝、
快手，抖音、小红书等也纷纷加入，让
直播“年货节”更加热闹，也为用户带
来了更多选购体验。

1月 4日到 1月 20 日，抖音发起
“打工人的回乡年货”等多个热点话
题，将年俗文化与大众需求相结合，打
造了不同类型的直播场景；快手则拿出
亿元现金和百亿流量作为活动激励，分
为1月“快手年货节”和2月“春节不

打烊”两个阶段，延长了活动时间，从
而吸引更多消费者进入平台。

电商平台吸引了众多粉丝，也让各
省市的年货销售搭上了便车。山东省老
字号企业协会负责人张朝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我们今年组织了东阿阿
胶、德州扒鸡、鲁味斋等30多家知名
老字号企业组团参与，从腊八开始，每
天都在抖音、快手、淘宝等平台进行4
个多小时的线上专场直播，每场观看人
数都保持在10万人以上。其中，德州
扒鸡2000份鸡爪鸡胗在淘宝直播的整
点抢购中备受青睐，实现了一分钟抢售
一空。”此外，今年疫情也令一些家乡
特产滞销，经营者利用年货直播平台，
顺利卖出商品。“年货节不仅满足了消
费者旺盛的购物需求，也是电商扶贫、
赋能经济的有效途径。”张朝说。

一场场年货直播，带着浓浓的年味
儿，正在拉开喜庆祥和、健康有序的新
春佳节序曲。

年味儿，从一场场直播开始
本报实习记者 吴可莹

赶集，对于生活
在大城市的人来说是
一件很陌生的事，但
是对于许多西南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
来说，可是最家常也
是最热衷的事了。眼
下，他们的年货，仍
然相当一部分来源于
集市。

说起赶集，不由
想起3年前的云南之行，在采访尾声，正巧临近过年，当地人都红红火火
地准备置办年货。于是，我们一行几个姑娘也随着当地人赶了场集，见识
了他们办年货现场——澜沧街。

今年在疫情防控的形势下，不知澜沧街还火热不？
于是拨通老朋友、孟连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段建卫的电话，“我下个

周末正准备去‘赶街（gai）’（本地人习惯称赶集为‘赶街’）。”电话那
头传来地道的本地话，也带出了记忆中澜沧街赶集的热闹景象。

澜沧，是隶属于普洱市的一座小县城，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拉祜族自
治县。每逢周日，周边乡镇的村民就会带着一些“好玩意儿”到县城来售
卖。而春节前的集市比往常更热闹，东西也更多。

在一条长达一公里多的大街上，摊位一个接一个，有的铺在地下卖，
有的装在框里卖，支起棚子的就算大卖家了。

段建卫曾说赶早集，是不必吃早饭的，因为在这里能吃到各种特色小
吃。果然一到集市门口，就会被肆意的香气吸引，在各具特色的民族风味
摊位上，糯米饭、牛肉干巴、猪肉干巴，凉拌猪皮，凉拌粉丝应有尽有
……不同民族的村民，夹杂着各自的方言，虽然有些交流听不太懂，但不
影响感受老澜沧最原始、最纯正的味道。

每个周日，这样买卖交流的情景从早晨6点多一直持续到午后。在澜
沧街买到家常食材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这里可以买
到平时见不到的“山货”。

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和美食往往都带有原生态的色彩，于是也有
“一绿就是菜，一动就是肉”的说法，或是从山上采摘、挖来的野菜、野
果，或是自家饲养的猪、牛、鸡、鸭……总之，叫得出名儿和叫不出名儿
的山野奇珍，在这条街上应有尽有。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
不到的。

澜沧街物品丰富，久而久之在周边县城小有名气，于是很多人也跨县
来赶街。当然也有像我们这样的外地来访者，吃吃小吃、买买特产，与赶
集的人拉拉家常。

“我这次正要买些‘山货’准备过年。”段建卫口中的“山货”正是
猪、牛、鸡等，因为不喂饲料，所以味道特别鲜美。“还有一些粑粑、咸
菜、土鸡蛋等，这些在市面上的超市也很难见到。”

“如今的集市已经不在你们去的那条民族街了。”段建卫说，2019年
4月，澜沧街从县城的民族街搬迁到县城边上的南朗河片区，“那里不影
响交通，街道更宽阔，澜沧县提供了2000多个摊位供当地老百姓售卖农
特产品。而且为了保留原有的味道，新街也没有设整齐划一的摊位，仍然
让老百姓自由发挥。”

“现在网购这么方便了，当地人的年货还在集市上买吗？”
“那是当然！”段建卫说，他们只有日用品在网上购买。“而那种无奇不

有、新鲜热闹的赶集场景才更像过年。”
春食花，夏食菌，秋食根药，冬收年

货。澜沧的集市，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周而复始，陪伴
了几代人的成长。

赶集也成为一种乡愁，浓
郁的家乡气息，原始的交
易方式，这样的集市风
情，留住的是最接
地 气 的 生 活 韵
味。

购年货 赶集去
本报记者 刘圆圆

老家在湖北、生活在杭州的胡拉拉，继去年留守杭州过
春节后，今年再次选择了原地过年。不过今年的心情与去年
格外不同。“去年行李都收拾好了，疫情突然袭来，是不得
已留下来的。过年期间也不敢出门，只能在阳台晒着太阳，
看着窗外的远山，天天关注与疫情相关的新闻。那些天，特
别担心湖北的亲朋好友，只能在视频中和他们一起祈祷着我
们早日战胜病毒，恢复正常生活。”与去年的“不得已”相
对的，今年胡拉拉一家三口是“有准备”地留在杭州过年。
见证了去年疫情带来的惨烈，所以更珍惜当前的成果。“我
们不能给国家添乱。”胡拉拉说。

虽然不能回老家过年是遗憾的，但是胡拉拉对这个年，
还是充满了热情。“我家就在西溪旁边，春节期间，外地留
杭过年的人可以享受门票免费、船票五折的优惠政策，所以
我们肯定要去走一走。”有了优惠政策的春节，多了温暖。
胡拉拉说，他们一家三口还会去西湖、运河边走走逛逛，那
边会有传统的杭州年味儿。对于生活在杭州的外地人来说，
熟悉了杭州，还少有机会熟悉杭州的年味儿。今年过年，正
好补上了。

全国各地，像胡拉拉一样的人还有很多。这些生活在大
城市的外乡人，青壮年居多。平日里，都是在城市里奔走，
从事着紧张的工作，过着快节奏的生活。每逢春节，总带着
大大小小的行李奔赴回乡。很少有人在工作生活的城市里过
一个宁静的春节。

在原地过年的倡议下，许多人主动地选择留下了，并提
前规划好自己的别样春节。

“我想趁机好好认识一下工作生活了8年的北京。”媒体
人小玉从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工作8年间，每一个春节都是大
包小包、火车汽车地辗转回东北老家去过，父母和年迈的奶
奶在家里早已为她备好各种家乡美食。今年春节，她决定留
守北京，父母支持她，奶奶虽然抹着眼泪说舍不得，也明
白，疫情防控比回家更重要。选择留下来的小玉细心地给自
己订了几个计划：“初一凌晨约几位好友一起去爬香山，看
一看牛年第一天的日出；此后几天，选择北京城几处古老而
又相对不为游客熟知的景点，去认识生活已久的这座城市。
比如古观象台、白塔寺、文丞相祠等，我要寻访这座城市的
历史，深度认识一下北京城，度过一个别有意义的文化年。”

在深圳大学任教的香港青年冯骏豪也是难得地不回香港
过春节。他说：“我准备在广州和亲友们过年，最主要也是

‘吃吃吃’。我和朋友说，在广东分辨四季不是看植物，而是
看食物。我要在春节期间用舌尖游遍广州。”

福建籍的屠惠阳，在上海一家外企任策划总监。虽然在
上海生活多年，她却坦言自己没有真正去上海最浪漫的外滩
散过一次步。“春节不回老家了，我要在牛年钟声敲响的时
候去看一看‘外滩牛’，去最彻底、轻松地散散步，在黄浦
江畔的灯火中放松紧张了一年的心情。”惠阳说。

原地过年，积极去面对，细心去筹划，无论是香山日
出，还是外滩漫步，都会是一个别样精彩的春节。

香山日出 外滩散步

原地过出别样精彩的年
本报记者 李寅峰

2 月将至，春节氛围渐浓。厦门作为外来人口密集城
市，今年不少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选择留厦过年，线上
置办年货成了许多市民的选择。1月20日，由商务部牵头开
展的“2021全国网上年货节”活动正式开启，为商家和消费
者搭建线上购物平台，确保百姓过一个安心、祥和的新春佳
节。厦门市也积极组织整合厦门各大电商平台、商圈、企
业，开展形式多样的年货线上销售活动。

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运降温，但“年货春运”更加红
火。天猫年货节首日数据显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
福建是最爱囤年货的前5名省份。

在厦门传统的市集八市，不少古早味商家会将年货通过
线上销售的方式售往外省。在一个糕点摊位上，老板娘正为
客人打包糕点，交给快递员打包发货。“外地游客喜欢线上
购买蒜蓉枝、馅饼、芝麻粩等糕点囤年货。”该店老板表
示，往年这个时候会有不少游客来八市逛逛，并囤点年
货，但今年很多客人选择线上订货。“我今年寄了馅饼、姜
母鸭等厦门特产给家人。”一位顾客对记者表示，她是北方
人，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决定留厦过年，就提前寄年货跟家人
分享。

此外，厦门还推出了花样繁多的线上年货活动，“云上
厦门跨年购”直播分会场将于近期同步启动，京东年货节、

“抖音嗨购节·厦门品牌专场”以及其他新春跨年直播活动
也将同步上线；“留厦守护者·感恩暖心餐”公益计划将通
过线上筹集2021份暖心便当，提供给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留
厦建设者和一线工作者；在聚划算平台的“全闽乐购·福建
日消品专区”，朴朴、永辉生活等大型本地生活电商平台
上，特价、团购、秒杀等活动接连推出。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打算趁着过年“充电”，置办起
了“知识年货”。书店里，许多家长为孩子准备了“寒假阅
读礼包”，选购了不少课外读物。“今年春节我们不回老家，
会多出不少时间，所以赶紧带孩子来选购一些他喜欢的课外
书。他还想选购几本书送给小伙伴当过年礼物呢！”市民赵
女士表示，她还给孩子准备了“艺术培训礼包”，到寒假培
训班多学点知识，好过在家看电视。平时课业忙，正好趁这
段时间多培养一些业余爱好。

此外，记者在网上商城看到，许多少儿逻辑、幼儿英语
以及会计、金融、法律、考研的线上课程与题库教材也成为

“年货节”的活动产品，在过年期间进行学习提升自己，置
办“知识年货”正成为新趋势。

厦门年货线上销售火热
“知识年货”成新宠

曾天泰 本报记者 照宁

当春节钟声敲响之际，不回老家的人，不
妨找个新角度，去看一眼自己打拼的这座城
市，寻找它最原色的美，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黄山年货，荼印陪你。多姿多彩，可甜可闲。”翻看黄山姑娘
谢蓉的朋友圈，这样的推文伴随着各类年货的图片映入眼帘。

过去一年，疫情带给旅游从业者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谢蓉
来说，运气似乎更是不佳——2019年注册成立新的旅游公司，装
修的味道还没有来得及散尽，新冠肺炎疫情就袭来了。但令她骄
傲的是，自己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还做到了“绝处逢生”。

2020年一年，凭借茶叶等黄山名优土特产的销售，新成立的
公司不仅没有夭折，还实现了盈利。这不，春节快到了，她又开始
风风火火在朋友圈里推销自己的年货了。

说起这段艰难的日子，谢蓉感慨颇深。在旅游业界摸爬滚打
十几年的她坦言，怎么也想不到，背靠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
的黄山，面对古徽州秀美风光和深厚人文底蕴，更加上自己常年
的积淀和努力，旅游这口饭，居然说吃不到就吃不到了！

“疫情是突发的，我们没办法预测，更没办法回避。”谢蓉说，
幸运的是，在注册这家新旅游公司时，她申请了茶等徽州土特产
经营的营业范围。“公司名为黄山途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途印，
来自英文‘tour in’。我同时注册了‘荼印’作为徽州礼品和土特

产的品牌。‘荼’与‘途’同音，又是茶的古称。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旅途中的黄山，还是茶
杯中的黄山，都会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疫情之下游客无法来黄山旅行，他们也
可以在徽州这些土特产中重温黄山的味道。”

或许仅是一念之间的决定，让谢蓉的旅游公司在疫情冲击下“向死而生”。2020年，
公司略有盈余，2021年春节未到，年货又开始红红火火售卖起来。“黄山不仅是旅游胜
地，我们的太平猴魁、祁门红茶、黄山毛峰都是非常有名的好茶，腊味肉食、干货等很多
美食的制作都是非遗技艺。我也遇到了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她叫方群，同样是一位爱茶
的旅游人，她的家乡就在祁门红茶的核心产区，而且她对茶格外地钻研和情有独钟。很
多产品都是我们亲自去产区，和当地农户直接对接，保证源头，也减少中间流通的成
本。”谢蓉自信于自己的年货产品，她也非常自豪，年轻的团队给予传统土特产品崭新、
时尚的附加设计。“比如会把传统的祁门红茶和陈皮、桂花等拼配，再比如我们重视包装
设计的精巧、时尚，上市后，受到不同群体消费者的欢迎。”

让谢蓉更欣慰的是，扩大经营范围，本是旅游人自救的行为，却带动了黄山土特
产的销售，带动了当地农户的致富，而且让几十位导游为主的旅游人都投入其中有所
收益。从中看到生机的她，也借此联系了全国各地旅游合作商，把产品推给他们共同
销售，获得双赢。

“疫情来了，游客都不来了，导游多是停摆状态。但毕竟大家都得生活，我们要
做的，就是让身边的导游、领队都有事儿干。哪怕收入不如以前，也胜过坐以待
毙。”谢蓉说，有一位旅游业界的前辈给了她很好的示范作用，那是一位通晓七国语

言的资深导游兼领队。“旅游业务停下来，他却没有停下来，而
是把多年在欧美各国工作时积累的红酒资源盘活，做红酒代

理。前一阵子我去参加了他的红酒品鉴会，他依然如原先一
样，把自己的事业做得风光无限。”

谢蓉说，作为从业者，她实实在在感受到疫
情带给旅游行业的冲击，但沉下心来思考，这未

尝不是一个契机。“近年来，受互联网平台等新
业态的冲击，传统旅游业本身就面临转型需

求，仅靠以往的发展理念，已经很难
生存和发展了。不努力迟早会被淘

汰。勤思考、多尝试，是必经之
路。不逼自己，永远不知道

自己有多大发展空间。”虽
然谢蓉形容自己推销

年货也是“摸着石
头过河”，但她

笑着说，“未
来可期，很

有 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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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一场隆重而温情的仪式。年货，便
是这场仪式中必不可少的载体。

信 息速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