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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罗家辉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节奏的加快，
年夜饭的形式悄然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
的家宴，酒店成了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
形式不同，但年味传承依旧，团圆的情感
始终不变。

在 90后市民陈先生的记忆里，除夕
夜的厨房是童年最生动的年味剧场。小时
候，父母提前半月就开始腌制鳗鲞、灌制
香肠，除夕当天更是全家总动员。父亲掌
勺炒菜，母亲在蒸腾的雾气中准备麦油
脂，孩子们在洗菜、剥蒜的间隙偷吃刚出

锅的炸排骨。
“家里的年夜饭有滋有味，香气扑鼻。

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快朵颐，其乐融融。”陈
先生感慨道。

“今年，我们决定不再自己动手，而是
到酒店享受美味。”陈先生订了一间可以
观看春晚的酒店包厢。他说，在酒店吃年
夜饭不用繁琐的准备工作，让全家人可以
轻松享受美食与团聚的时光。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酒店的年夜饭
不仅仅在美食上精心准备，还在细节
上做足了功夫，着力营造浓厚的节庆
气氛。

台州开元大酒店市场总监陈建伟介
绍，酒店会在包厢内布置灯笼、春联等喜庆
元素，并提供送财神表演和小礼品等增值
服务，力求提升顾客的消费体验。“我们希
望通过这些细节，让顾客感受到浓浓的节
日氛围。”

此外，一些酒店工作人员还会身穿
传统服饰，为顾客送上红包或年货礼包
等小惊喜，让大家都能感受节日的温暖
与喜庆。这些精心设计的环节不仅让年
夜饭更加丰富多彩，也让年味在酒店中
得以延续。

从家宴到酒店年夜饭，形式变了，

但团圆的意义始终如一。随着科技的
发展，年夜饭的形式也会继续创新，

“云年夜饭”“智能年夜饭”等新形式有
可能成为未来的趋势。例如，通过视频
通话技术，远在他乡的家人可以“云团
聚”，共享年夜饭的温馨时刻。智能厨
房设备的出现，也可能使家宴变得更
加便捷。

陈先生觉得，无论年夜饭的形式如何
变化，家人团聚、辞旧迎新的情感需求始
终不变。年夜饭不仅是美食的盛宴，更是
亲情的凝聚。无论是家宴还是酒店盛宴，
团圆的意义始终如一。

年夜饭吃的是不变的团圆味

台传媒记者杨梦倩

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为浓情的一餐，它
不仅仅是舌尖上的山珍海味，更是一场思
念与团圆交融的情感盛宴。

不过，满满当当摆一桌的年夜饭准备
起来并不容易，买菜、备菜、烧菜等需要耗
费很多精力。为了更加轻松愉快地度过这
个团圆之夜，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
购买预制年夜饭。

河南的张女士在台州工作好几年，有
了自己的小家庭。由于她和丈夫的父母都
不在台州，加上工作繁忙，两人打算年后

再回老家探望。
今年的年夜饭，张女士决定购买一些

预制菜作为主菜。“我和丈夫的厨艺一般，
平时做点家常菜还好，但是做年夜饭该有
的硬菜就不行了。现在有很多预制菜供我
们选择，好吃又方便。”

与张女士有相同想法的市民并不少，
比如一些厨房“小白”不会做饭、老人出行
不便、忙碌的“打工人”没时间准备等。预
制年夜饭的话，既能吃到可口的美味，又
能解放双手。

记者登录叮咚买菜APP发现，为了全
方位满足不同消费者对于除夕家宴、春节

聚餐食材的需求，该平台做了充分准备，
年菜种类十分丰富。

今年春节，在叮咚买菜平台可以买
到可荤可素的大盆菜、蒜蓉粉丝蒸波士
顿龙虾、徽州臭鳜鱼、内蒙古烤羊腿、广
式乳鸽等各个地方特色大菜。“我们的菜
品使用了高品质的原材料，高度还原地
方传统的口味，而且即热即烹，就可以轻
松复刻出线下餐厅的味道。”平台工作人
员介绍。

叮咚买菜的数据显示，临近过年，年
糕、汤圆、鲜活鱼虾等商品销量排名前列。
同时，鲜活的波士顿龙虾、俄罗斯帝王蟹

等生猛海鲜也备受台州人喜爱，销量持续
走高。目前，该平台上年货相关的消费已
经进入爆发期。

另外，市区多家商超也有各式成品
菜。“我们这里有椒盐手抓骨、冰醉话梅罗
氏虾、香辣年糕大闸蟹等，主打配料干净、
操作简单、性价比高。”大润发超市东海大
道店生鲜经理李俊杰说，购买预制菜的顾
客多为 30岁上下的年轻人，往往只购买
一到两个预制菜。

需要注意的是，各平台和商超在除夕
的配送和营业时间或有调整，大家记得提
前关注。

预制菜渐成年夜饭新宠

台传媒记者张梦祥

年夜饭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记者走访发现，随着
个性化及定制化服务的不断升级，大众
消费模式也在不断变化。除了传统的年
夜饭形式，私厨年夜饭逐渐成为更多人
的选择。

“正月初五我们搬新家，有两桌客
人。我就在小红书上找了私人厨师，他
们一条龙服务，我也能有更多时间招待
亲朋好友。”仙居的王女士说，每年春
节，各家餐厅总是生意火爆，与其费尽

心思去抢订位子，还不如请私厨上门来
得省心。

负责接单的是“00 后”仙居小伙小
柯。因做饭好吃，在朋友的强烈建议
下，他开始从事上门做菜的私厨行业。

记者仔细浏览了小柯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的帖子，这些帖子详细注明了服务价
格、服务范围以及擅长的菜式，还配以诱
人的菜品照片，让人垂涎欲滴。

“腊月廿八和正月初五已经有预约，
这几天咨询的人还蛮多的，估计还有订
单。”小柯说，虽然没有专业接触过餐饮行
业，但出于对做饭的喜爱，自己平时会花

时间琢磨菜品样式，也得到了朋友们的高
分评价。

与传统餐厅预订不同，上门私厨提
供“包工包料”和“包工不包料”两种选
择。包工包料是客户确认菜单后只需
提供基础厨具，而包工不包料需要客
户确定菜单、准备食材，再由厨师进行
加工。

“一两桌的话，我一个人就能搞定。要
是桌数多，就会再带人帮忙。”至于收费，
小柯说取决于菜品数量以及制作的复杂
程度，“一般来说，包工不包料的情况下，
以 10人的标准桌为例，每桌费用在两三

百元之间。”
区别于传统餐厅的标准化服务，定制

家宴服务能够满足消费者在人数、口味和
预算方面的多样化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
解决方案。

“顾客可以随意点菜，食材可以自
己提供也可以由我们代买，需要提前
通过电话或微信联系。”小柯说，因年
轻人是主要的服务对象，所以在菜品
制定上，往往除了传统菜式外，还会兼
顾年轻人的喜好。像年轻人喜欢的可
乐鸡翅、毛血旺等也是经常出现在菜
单上。

年轻人偏爱请私厨上门

台传媒通讯员郑灵芝文/图
在温岭，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家人”，

他们与温岭市社会福利中心（原温岭市福
利院）的孩子以及困境儿童非亲非故，却
用 20年的陪伴和相守，接力传递着爱心
和家的温暖。

他们，就是火速志愿队的志愿者们。

不变的承诺

1 月 19 日，在温岭一家酒店，火速
志愿队的志愿者们陪伴温岭市社会
福利中心的孩子及各镇（街道）的困
境残障儿童共 50 人，一起吃“团圆年
夜饭”。

故事要追溯到 2005年。那是火速志
愿队初次踏入温岭市福利院，准备离开
时，一个孩子轻声询问：“叔叔阿姨，你们
明年还来陪我们吃年夜饭，好吗？”

志愿者们当即答应，并许下了每年相
伴的承诺。

此后，每年腊月二十前，火速志愿
队就开始筹备年夜饭。从联系酒店、确
定菜单，到精心布置场地、挑选礼物，
每一个细节都饱含着大家对孩子们的
关爱。

今年的年夜饭前，大家先把孩子们
带到锦屏公园玩游戏，感受大自然的美

好。当晚 6时，年夜饭开席，大家给行动
不便的孩子夹菜，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暖
意融融。

最热闹的，是十字绣拍卖环节。这
些十字绣是在福利院长大的轮椅女孩
莲莲（化名）绣的，短短十几分钟，就被
爱心人士以 100 元到 1000 元不等的价
格拍走。

“他们就像家人一样，什么事都为我
们着想！”莲莲很是感动。

爱心在传递

年夜饭现场，当大家都在欣赏表
演时，一位小伙子却专注地给孩子喂
饭。他叫淘淘（化名），从小在温岭市福
利院长大，因为特别淘气，就有了这个
小名。

淘淘今年 27岁，从第一顿年夜饭到
如今的第 20顿，他次次都参加。“在我青
春期叛逆时，叔叔阿姨们教导我要做好
人、做好事。他们的帮助，为我的人生打开
了另一扇门。”

他说，正是有了志愿者的帮助，他才
遇见了“更好的自己”，拥有了稳定的工
作，因此心中充满感激。

如今他接过爱心接力棒，回馈着这份
温暖：累计无偿献血20次，并参加了火速
志愿队的助学行动。“尽量做好自己，再去

帮助别人。”
像淘淘一样，很多在关爱中成长的

孩子都心怀感恩，并以自己的方式接
力传递爱心。这让火速志愿者们深感
欣慰。

“这正是我们做公益的意义所在，我
们会把这份承诺坚守下去，让孩子们感受
到更多来自社会大家庭的关爱。也希望更
多人能加入我们，一起传递这份爱。”火速
志愿队队长王祥云说。

连续20年一起吃年夜饭！

这群特殊“家人”超有爱

志愿者们陪福利院孩子吃年夜饭。

台传媒通讯员王熠凡

热气腾腾的肉包，一口咬下，猪肉和葱的香味扑鼻而
来；香软雪白的糯米，沾上红糖，嘴里满满的香甜；新鲜的
农家土猪肉，在主播的热情介绍下，被火热抢购……

1月24日，仙居县横溪镇后山根村开展庆新年暨共富助
农直播活动，邀请共富生活委员“直播达人”陈玉琴、俞永梅、杨
文金等前来助阵。几个小时的线上直播和线下销售，2头农家
土猪以较好的价格售出，农户拿来的芋艿、索面等也均售罄。

现场，村干部、党员志愿者和村民们一起，积极参与
抬年猪、包包子、蒸糯米、捣麻糍和做索面等活动，一派热
闹喜庆气氛，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过年的喜悦。

为做好此次活动，镇村两级干部早早开始谋划，有渠
道的直接沟通联系，交友广泛的在朋友圈积极转发。提前
一天，大家便前往场地做好卫生打扫和相关布置。

与此同时，村干部和村共富生活委员提前联系农户，
备好直播间售卖的索面、芋艿等土特产，并选好土猪，对
接检疫站做好检验检疫工作。

横溪镇党委组织委员张昕介绍，近年来，全镇共富生
活委员在共富助农方面不遗余力，先后组织“苍岭丹枫
行”“古宅音乐派对”等活动，通过“云上直播间”“省城共
富快车”等载体，帮助村民销售农副产品。

据统计，近段时间，该镇各村共富生活委员线上线下一起发
力，已成功为村民售出年猪60余头，累计帮助村民增收30余万元。

共富直播间进村社
农户轻松卖年猪

台传媒记者颜敏丹 通讯员吴高杰

12098元、11719元……近日，随着温岭法院打款到位，
当地一家汽车4S店的员工们终于可以安心回家过年了。

“谢谢你们，我们的工资都到账了！”员工代表张先生
在电话里，感激地对执行干警林文波说。

2023年1月，温岭市一家汽车4S店悄然停业，法定代
表人下落不明。此前，店里已拖欠了员工数月工资。同年8
月起，该店 28名员工陆续向法院起诉，要求后者支付拖
欠的工资款共计67万余元。

法院多方联系 4S店的负责人无果，只能判决。判决
生效后，员工们纷纷申请强制执行。

“4S店的负责人多方查找也联系不上，店里可供执行的
资产只有一批难以变现的汽车配件，远远不够支付员工工
资。”刚接手这批执行案件时，干警林文波和周俊杰头疼不已。

“我们被拖欠了好几个月工资，再加上几个月失业，已经
快一年没有收入了，大家日子都很难过。”员工们苦不堪言。

林文波让他们相信法院，考虑他们在店里工作这么
多年，了解门店的经营情况，让他们一起找找有没有财产
线索，尤其想想是不是有应收未收的账款。

同时，林文波向税务部门了解4S店近年来的开票信
息，从中比对是否有第三方未付款项。周俊杰则联系承办
关联案件的其他法院，了解被执行人的经营及财产状况

在多方努力下，事情在2024年11月初迎来了转机。一位员工
向执行人员提供了一条线索，该4S店在总部可能还有返利款。

循着这条线索，林文波先后联系了该 4S店原经理、
该品牌汽车地区经销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
最后确认，该 4S店 2022年销售业绩达标，有一笔 200余
万元的款项未提取。

温岭法院立即向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发送了
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依法冻结、划扣了上述返利款。近日
款项到账，法院工作人员向28名员工逐一确认领款信息
后，给予及时发放。

67万元欠薪到账
28名员工开心过年

本报讯（通讯员王艺蓉）“法官，我打算把我那3个案
子的钱还掉！”1月23日，在仙居法院下各法庭，主动赶来
的李某对执行法官说。

李某是3起民间借贷纠纷的被执行人，共欠款24万元。
他常年在外地做生意，难寻踪迹，案件执行一度陷入僵局。

春节将近，年味渐浓，为了让申请执行人能在年前拿
到执行款项，也为李某能摆脱烦恼安稳过年，仙居法院下
各法庭向其送达了《告被执行人公开书》，以情理相规劝，
以法理相威慑，督促其自动履行。

“我看了你们的《告被执行人公开书》，里面‘早日履
行完毕，放下心里包袱，享受美好人生’这句话，给我很大
的触动。”李某说。

此次，李某一次性还清了 3起案件的 24万元款项。
“其实，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想着这件事。现在把旧案了
在旧年，终于能开启没有负担的新一年了！”

据了解，自开展送达《告被执行人公开书》行动一周
来，仙居法院下各法庭共接待 16位主动前来的被执行
人，其中7位自动向申请人履行裁判义务。有12名被执行
人前期存在寻找困难的情况，执行完毕案件 10件，达成
执行和解案件6件，涉及金额82万元。

下各法庭：
将旧案了在旧年

前几天，文化特派员曹鞠萍组织天台县文联艺术家赶
到溪东村，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春联情暖”公益活动。当地
少先队员跟着艺术家参与了春联书写，体验书法魅力，并
向老一辈建设者致以新春慰问。台传媒通讯员裴倩盈摄

文化特派员送福下乡文化特派员送福下乡

台传媒记者蒋虎雄

举盏谈笑辞旧岁，人间至味是团圆。
新春佳节，亲友相聚时把酒言欢，品

味岁月静好，是国民的传统习惯。一杯美
酒，满桌佳肴，餐桌无疑是年味最浓的地
方之一。

这段时间，杨和臻挺忙。他开发的杨
梅蒸馏白酒（俗称杨梅烧），迎来了一年中
最俏销的时节。远的订单，他打包寄递，近
的则送货上门。

48岁的杨和臻，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他来自仙居县溪港乡百花村，中学毕业后
就走南闯北，做过饮料、中药材、填土方等

生意，积累了一定的人脉资源。
仙居是中国杨梅之乡，名声在外。仙

居杨梅酸甜可口、汁水丰盈，但储存时间
短。除了鲜果，随着杨梅饮品、杨梅酒等衍
生产品的出现，杨梅的产业链日益延伸。

有着浓厚家乡情怀的杨和臻，从中发
现了商机。2012年，他毅然返乡，转行做
起了杨梅酒。“工艺简单，就是‘杨梅+白
酒’的组合，搞好比例就行。”

销路不错，但市场上杨梅酒很多，向
来“不安分”的杨和臻觉得要突破传统，开
发与众不同的产品。用杨梅烧制白酒的想
法，由此而来。

“在大家的印象里，杨梅酒就是柔美

的红色。”他说，“当时我想，如果能烧制出
杨梅白酒，既有白酒的醇香又有杨梅的甘
甜，肯定很惊艳。”

说干就干。他果断入股仙居一家酒业
公司，聘请技术人员开始尝试烧制杨梅白
酒。依托自己的人脉，他还拿到了一个能
让白酒口感更好的配方。

发酵、酿制、蒸馏、调配，一道道工序，
一次次摸索，色泽澄清透明、香味清新纯
正的杨梅白酒终于开发成功。经相关部门
检测，杨和臻顺利取得生产许可证，成了
仙居的先行者。

他给自己的杨梅白酒取名“飞誉”，希
望它能带着仙居杨梅的好声誉飞向世界

各地。杨梅收购价高，他走的是中高端路
线，定制了多款精致包装，如仿古青釉、小
珍斑青花瓷等。

这些杨梅白酒，近年来走进了诸多大
城市，许多商务人士将其作为礼品送人。

“10余斤杨梅才能烧制出1斤白酒。”
相对于良好的销售情况，杨和臻更欣慰的
是多年来收购了不计其数的杨梅，切切实
实带动了梅农增收。

墙内开花墙外香，台州本地人对“飞
誉”却知之不多。为此，杨和臻推出了价格
亲民的款式，眼下正在拓展台州市场，“杨
梅白酒历久弥香，好的东西理应分享，进
入寻常百姓家。”

一杯杨梅烧，浓浓亲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