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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看到春运时的人山人海，我都感慨万分，也
暗自庆幸自己在家乡工作。

今年的感慨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复杂。前几天，
我老家玉环的朋友在老友群里发了一个视频，玉环
人民医院里里外外排起了让人震惊的长龙。

“都是回家前等待做核酸检测的。”
看到朋友的这句话，再看一遍队伍中那些表情

各异的等待者，脑子里弹出了四个字：“天可怜见。”
我知道，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也知道，按照相关防

疫政策，做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他们拿着这7天内
有效的检测阴性结果踏上回家的路，返乡后还要实
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以及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
测，其间不聚集、不流动。这几乎意味着，这个年，他
们只能在家里，不能在老家敞开玩了。

然而在中国，还有什么比“我要回家过年”更让
国人彼此心有灵犀的话呢？

无论是谁，哪怕是忧心忡忡的医务人员，听到这
些排队的人说这句话也不会再说什么，唯有道一声

“珍重”，祝一声“平安”。
略有些忧郁的情绪，到此打住。如果读到这里的

“新台州人”，今年决定响应号召留在台州过年，那请
先听我说一声“感谢”，再表一声“恭喜”。

恭喜你，将要在台州迎来一个丰富多彩、诚心诚
意，最重要是安全安心的牛年春节。

一地一风俗，台州有9个县（市、区），在春节假期
赏玩一遍，享受到的就是9种不同风情的台州年味了。

吃海鲜，玉环、温岭、三门各有其鲜；农家菜，天
台、仙居、临海各有其味。民宿、酒店，遍布闹市、滨
海、深山，便捷的高速、省道，可以让你一日安心隐居
一日尽享繁华。

线上线下，富有特色的台州年货，让你不论宅在
家或是去市集，都能过上真正的“台州年”。

难得留在台州过年，在给自己做几道家乡菜慰
藉之余，也可以去台州各大饭店吃一次台州年夜饭。
不少酒店都在今年开设了外送服务，还有大厨线上
教学，让你在家做出酒店美食。

户外活动少了，但宅在家也可以利用好网络，让
自己充实起来。电影院不敢去，也不妨碍你在家享受
节日观影的需求。我们会在往后的系列报道中，介绍
一些好书、好电影，不敢说一定是你喜欢的，但至少
能让你体验到阅读、观影时内心充盈的快乐。

我们也会为大家整理出台州十条精品旅游线
路，无论哪一条，都通向美好。

让自己在可控范围内轻松地过一个春节，是对
鼠年所有不愉快最好的回击。待到春暖花开，疫情必
定会消散。

请允许我代表所有台州人，向各位留在这里过
年的朋友，拜个早年，同时，请接受这个夸赞：

“鼠来鼠去，还是您最牛！”

在台州，一起牛起来！
林 立

本报记者单露娟文/摄
距离春节还有半个月，过年的氛围已日渐浓烈。大扫除、贴春联、

挂灯笼等迎春习俗，在每家每户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年前大扫除，干净过大年

“为了请钟点工来做年前的大扫除，我提前两周就向家政公司预
约。”家住路桥的潘佳说，她家是上下五层的立地房，面积大，因此向家
政公司预约了两名钟点工。

“年轻人怕麻烦，不想自己上上下下地打扫，平时我们家就是花钱请
钟点工来打扫卫生的。”潘佳说，“一般两个星期叫一次，提前一天预约。
每次打扫要五六个小时，200元，年前这段时间价格会翻一倍左右。”

虽然多花了钱，但看着焕然一新的家，潘佳觉得非常值得。
“往年如果顾客需要打扫卫生，只需要提前两天预约就好，现在至

少得提前五天。因为担心疫情，今年很多钟点工都提前回老家过年了，
所以现在订单多接单的人少。”金连保姆介绍所负责人陶金连告诉记
者，目前她这里预约钟点工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后，“我最近也是各种
忙着帮客户联系钟点工，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

有人请钟点工打扫卫生，也有人坚持自己动手。
家住临海的马女士一家提前两周就开始大扫除。“我们家面积比

较大，接近两百平方米，不提早进行根本来不及。”她说，“第一周我和
老公对房子进行初步打扫，比如扫天花板、地板的边角处。第二周，开
始清洗窗帘、床单、沙发外套等。”

在马女士看来，每年大扫除最困难的还是清洗家里的灯具。“每个
房间的灯罩都要拆下来清洗，再一一安装回去。特别是客厅的那盏水
晶灯，我们要把水晶一颗颗卸下来，放在桶里擦洗，再一颗颗装上，是
一项巨大工程。”

虽然劳累，但是马女士还是坚持每年自己打扫家里的卫生。“这是
过年的仪式感，虽然打扫时很累，但打扫完后看到家里全新的面貌，还
是很开心的。”

家住椒江的陈女士则表示，会等到春节前一两天再开始打扫家里
的卫生，“提前打扫了，没几天家里又会被弄得乱七八糟，干脆等过年
前抽出一两天的时间来个全面清理”。

对联贴一贴，喜庆氛围不能缺

“往左边一点，好了，就是这个位置。”1月26日下午，在临海市东塍
镇，周先生一边指挥着儿子贴春联，一边利用网购的花卉布置客厅。

周先生告诉记者，贴春联、摆花卉、挂灯笼是自己家多年来的过年
习俗。“过年嘛，就是要喜庆一点，希望这些红彤彤的装饰，能够给我们
家带来好运。”他说。

在天台县平桥镇，陈女士则乐呵呵地向记者展示自己写的春联。“怎
么样？今年的春联是我自己写的。”陈女士说，她利用业余时间报了一个
书法班，前几天家人说要买春联，她就自告奋勇地说自己写。“虽然我的
字没有买的春联写得好看，但自己手写的春联还是更有意义一点。”

红灯笼、中国结、春联、福字……近日，记者走访了城区的多家商
超，入眼的都是这些喜庆的元素。

1月27日中午，位于台州高新区商业街的一家百货店内，市民小林
正站在挂满春联的货架前，揣摩着上面写的吉祥语，仔细地挑选。“这
副春联不错，又大气又喜庆，寓意也好。”看着小林犹豫不决的样子，店
老板走过来熟练地开始推销。

在一众春联中来回挑选了多次，小林最终决定购买老板推荐的那
副。随后，她又在店里选购了一些福字和中国结。“我自己也是做生意
的，过年了把店里布置得喜庆一些，顾客看着也欢喜。”

扫一扫、贴一贴、挂一挂
过年需要这些仪式感

本报记者单露娟文/摄
过了腊八就是年。
随着时间一天天推进，人们忙年的脚步也紧了

起来。在台州，各大商超、集市，已披上春节的红装，
各种货物堆满货架，只为满足人们的年货清单。

近日，记者走上台州街头，了解市民准备年货的
情况。

手工年货受欢迎

1月24日晚上6点，在临海市东塍镇东溪单村的
村民单威家门口，围满了村民，人群中还不时传出阵
阵吆喝声。

“哎，你力道不对，太轻了，还是让我来吧。”
“用点劲啊！”
“算了算了，你不行，还是我来吧。”
走近一看，人群中央摆着一个石臼，单威正抡着

石捣杵，一下一下用力捣石臼里的熟糯米，旁边还站
着一人在石捣杵抡起的间隙快速用手给糯米翻身。
单威捣了几下后，一边围观的人便迫不及待接过他
手里的石捣杵……原来是在捣麻糍。

“捣麻糍是个力气活，一般都是几家一起捣，也
是图个热闹。”单威表示。早在捣麻糍的前一两天，他
老婆就将石臼洗得干干净净。那天一下班，他就急忙
往家赶，吃了晚饭后就开始蒸糯米捣麻糍。

单威告诉记者：“捣麻糍是我们村子里过年的习
俗，早些年临近过年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捣一些麻糍。
近几年街上售卖的多了，有些怕麻烦的村民就在街
上买一些算了。不过我们家还是一直坚持每年过年
自己捣。”在他看来，街上买的远没有自己捣得好吃，

“我们自己挑选好的糯米，捣完的麻糍切成一片片正
方形，等冷了再放在水里面储存起来，储存得好可以
吃到明年秋收”。

和单威家一样，家住临海市邵家渡街道的卢阿
婆，也喜欢在年前自己动手备一些年货。

冬至刚过，卢阿婆就开始张罗起做年糕的事
情。在台州，做年糕讲究一个时候，“早也不行，晚也
不行，就得冬至过后这段时间。年糕做好后要放在
水里储存，只有这个时候的水才能让年糕保存得久
一些。”

定好要做的年糕数量，卢阿婆就会去市场上买
米，老人家很仔细，一定要挑选到自己满意的糯米才
行，“不同的米劲道不一样，会影响口感。”一切准备
就绪，她便催着老伴骑上电动车带她去尤溪的山村
里做年糕。

“我们街道也有年糕加工点，但这里做出的年糕
不如尤溪山村里做出来的香。”为了做出让自己满意
的年糕，卢阿婆不顾路途遥远，坚持载着糯米去山村
里加工年糕。

今年，卢阿婆一共做了80斤年糕，并将它们的归
属安排得明明白白，“两个儿子家都要送一些，还有
很多亲戚，每家也要送上一些。”

事实上，临近年关，有着美好寓意的年糕就备受
市民追捧。天台街头山下头年糕加工厂的工作人员
齐阿姨表示：“冬至过后这一个月，带着米来我们这

里加工年糕的村民非常多，每天都很忙。”
除了做年糕，椒江市民张女士表示她家还有个

过年的保留项目——做馒头，“每年大年初一，我婆
婆都要蒸许多馒头。为了那一天，老人家这几天就
已经提前买好了要用的猪肉在冰箱里冻着。”

在张女士家，做馒头可是春节时的头等大事。
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饭，一家老小便开始为第二天
的馒头做准备。“我婆婆每年都要蒸三笼馒头，每笼
11屉，每屉 11个馒头。那么大的量，和面、发面、炒
馅……一系列操作下来，就到了凌晨两点，老人家
回房间睡 3 个小时，五点就又把大家喊起来蒸馒
头。”张女士说，这让她很苦恼，“辛苦了一年，本来
过年那几天要好好休息一下，结果比平时更累了。”

她尝试着劝婆婆少做一些，可是老人家听不进
去，“对于她来说这就是过年的仪式感，是再苦再累
都要完成的”。

商超、集市成采购年货“主阵地”

1月 25日晚上，位于椒江市府大道上的某大型
超市内，放眼望去，都是推着购物车、提着购物篮的
市民，不少人的车内、篮内都装满零食、水果、糖果等
年货。

“担心越接近过年人越多，为了避免拥挤就提前
来购买年货。”市民赵女士告诉记者。当晚，她购买了
一些准备送给亲戚的保健品以及糖果、坚果之类的
零食，“家里有小孩，零食肯定得备一些，蔬菜水果这
些不好储存，就等年边再买。”

赵女士透露，自己每年都习惯在超市购买年货。
“超市里东西很丰富，从吃的到用的，每一样都可以
找到，一次性购买完毕挺方便的。”

“眼看着就要过年了，今天下班后我就来超市购
买年货了。”家住汇景名苑的万女士表示，“家里的老
人喜欢一些腌制品，我老公喜欢喝酒，孩子喜欢水
果，这些都要准备好。”此外，她还购买了一些保健品
和坚果礼盒准备送亲戚。

在该超市的年货专区，记者看到传统年货依然
占据着主流位置：对联、牛年饰品、灯笼等已经被摆
放上架。各类年货食品也琳琅满目：糖果、饼干、炒
货、干果、肉类制品和其他各种食物礼品盒都摆放整
齐，放眼望去一片红通通，透着浓浓的年味。

对于城市里的居民来说，超市是他们准备年货
的一大“战场”。而对于住在乡下的村民来说，集市则
是他们准备年货的“主阵地”。

“你这个炒米糖怎么卖？”“这个瓜子看着还可
以，味道怎样呢？”“这个腌鸭子看着挺肥，肉应该比
较好。”1月24日，临海市河头镇集市，熙熙攘攘的街
上，来来往往的村民络绎不绝。吆喝声、喇叭声、讨价
还价声不绝于耳。

除了水果、蔬菜、鲜肉受村民欢迎外，在卖年货
的摊点也围了许多顾客。

老刘卖的是炒米糖，他一边拿着锅铲翻动着锅
里的米糖一边告诉记者：“最近我们小摊的生意非常
好，每天大概可以卖出几千斤。”卖坚果的老孙也很
忙，“快过年了，瓜子、花生都很畅销”。

家住下湾村的金阿姨一大早就让老伴骑着电动

车载着她来到集市。她乐呵呵地表示，虽然春节时子
女也会提着许多年货回来，但是该备的年货自己还
是要备一份，“瓜子、花生、炒米糖、番薯干……这些
年货我每年都要买的，现在的小孩子不爱吃了，但我
们老人自己还是习惯买这些老年货，不买就没有过
年的感觉”。

来自温岭新河镇的颜女士也喜欢在镇上赶集时
准备年货，“集市上卖的东西非常丰富，该有的都有。
特别是临近过年，有许多平时没有的商品也开始卖
了。”除了必备的一些瓜果外，颜女士还在集市上买
了蛋卷、腊肉等，“我们一家都很喜欢吃腊肉，过年炒
菜、煮汤放一点特别香”。

年轻人更喜欢在线上备年货

除了超市和集市外，还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在网
上购买年货。

记者打开淘宝、天猫、苏宁等大型电商的主页，
“年货节”专区占据着醒目位置。坚果、红酒、水果、蜂
蜜……各式各样的商品令人目不暇接。

在椒江上班的王丽是个 90后，最近就在琢磨采
办年货的事。平时就喜爱网购的她，今年考虑到配合
疫情防控要求，更倾向于在网上置办年货。

“往年过年我都会在网上买各种各样的零食，比
如坚果、蜜饯、薯片什么的，假期在家这段时间可以
自己吃，亲戚过来串门也可以拿出来招待。今年螺狮
粉特别火，我还特别囤了一箱螺狮粉准备过年吃。”
在王丽看来，在线上采办年货，不仅实惠，还能送货
到家，十分方便。

95 后青年小李来自武汉，在路桥一家企业上
班。为了响应疫情防控工作，今年他决定留在当地
过年。

“人不能回去，总得寄点年货给父母。”网购成
了小李的首选，“我在网上给爸爸买了几瓶酒，给妈
妈买了一些腊味，给家里的小辈都寄了一些零食。”

小李表示，自己准备的年货主要有两类：一类
是自己用，一类是送亲戚和朋友的，“今年是特殊的
一年，通过‘网购快递’，既省去了路上携带的麻烦，
又能让亲朋长辈收到我的心意与问候，很方便”。

温岭人小朱也是个网购小达人，自从发现一
些主播开始进行年货节直播后，每天晚上 7 点半
她都会准时守在手机前蹲直播买东西，“我妈妈
不擅长做饭，所以我囤了许多食物半成品年货，
比如自热火锅，春节吃腻了我妈妈做的菜就可以
拿出来吃”。

此外，她还买了不少零食和日用品。“直播上买
的东西很便宜，比如一款进口蜂蜜平时要两百多元
一瓶，我在直播间花了同样的钱买到了两瓶。”

家住路桥的孙露最近也忙着在淘宝上选购年
货。她告诉记者，从月初各大网站促销年货开始，她
就开始“囤货”了。“奶糖、巧克力、瓜子、果脯……这
些都是我从网上购买的，现在已经存满一箱了。”
孙露表示，选购这些年货时，她对比了多家网店和
实体店的价格，发现网上价格比实体店要便宜一
些。

你家的年货，准备好了吗？

年味渐浓，你备好年货了吗？

一家超市的货架一家超市的货架，，一边挂满了春联一边挂满了春联，，一边放满了红包一边放满了红包。。

捣麻糍，是台州许多村子过年的习俗。王佳丽摄

集市上，炒米糖很受村民欢迎。

超市里，各类年货食品琳琅满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