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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风景，总在远方；连最浓的年味

儿，似乎也总在记忆里。

时光偷走了过年的热闹，却偷不走我们

记忆里过年的味道。或许，我们寻找的不只

是儿时的新年，更多的是回忆我们那天真无

邪、无忧无虑的童年，回忆那份简单而纯粹

的快乐……

70后刘靖云：
一年的期待，就是一身新衣裳

生于1975年的刘靖云，刚过不惑之年。
记者日前见到他时，他的第一句话是：“眼看就

到年底儿了，周围不少人都感慨年味是一年比

一年淡。回想我们这辈人儿时过年的场景，那

才叫有年味儿。”

“一进入腊月，村里的年味儿是一天比

一天浓。”刘靖云说，以前在农村只要进入腊

月二十三，就相当于进入了春节时间，大人

们扫房子、磨豆腐、杀年猪、蒸馒头、购年货，

似乎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儿。

“儿时的我一放了寒假，每天丢下饭

碗，就开始了和小伙伴们的疯玩，羊抵

架，打弹珠，推铁环，丢沙包，打弹弓，

打陀螺……”他说，虽然手和脸被冻得红

彤彤的，但在空旷的野外自由自在地疯

耍，那才叫一个过瘾。

待大红的春联贴起来，大红的鞭炮响起

来，一碗饺子就是大年三十里最有滋味的美

食，而吃过饺子、看过春节联欢晚会后最大

的期待，就是第二天早上能够穿上一身崭新

的衣裳。那新衣裳一穿上身，心情便格外的

好！

刘靖云说，小时候过年，大家的境遇都

差不多，也没有过多的攀比，虽然贫困，但是

那种幸福感很强。

80后王志凯：
年味不远，在鞭炮声中，在杀猪菜里

“要说过年最开心、最热闹的莫过于大

年初一了。那时候村庄里、大街上都还没有

路灯，小孩子们听到清晨的炮声后，便早早

地起了床，寻着炮声的方向跑遍大半个村

庄，挤着、抢着去拣拾没有燃放的鞭炮，

待以后慢慢地燃放。初一早上的饺子吃

过，便在父母的带领下去给本家的长辈们

拜年。只要是到了长辈家里，嘴上都会说

一句给您磕头了，头有时候也未必真磕，

长辈们就会给上几块钱或者是一些瓜子、

糖等，哄得我们特别高兴。”80后的王志凯
觉得，那种拜年的感觉，现在的小孩儿很

难体会到了。

王志凯说，那个年代农民的生活还相当

困难，甭说大鱼大肉，连最基本的米、

面在平日里都不能顿顿吃上，当时米面油

等还得用各种票来购买，比如粮票、油

票、肉票等，因此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

吃到好多好吃的。

在王志凯的印象里，小时候过新年，

父亲往往会把喂了一年的猪给杀了，而杀

猪后的杀猪菜也是他整个童年里最美的味

道。所谓“杀猪菜”，就是把猪脖子肉、猪

下水和已经凝固的猪血连同白菜、粉条，

加上花椒、茴香、葱蒜等经过炒制而烩成

的大杂烩。在炒制的过程中，浓浓的肉香

味悠悠地飘荡在村子的上空，让人觉得这

才是世间最美的味道。

90后柳岚：
赶年集买年货，跟着父母去拜年

腊月十五的镇平县遮山镇大街上，商贩

的货物摆满大街，叫卖声此起彼伏，年的味

道在混着泥土气息的空气里酝酿……

在90后的柳岚看来，过年不去个十趟
八趟集市，根本就采购不齐过年需要的年

货。柳岚的印象里，小时候的集市规模比现

在还要大。“那时候，好像乡下的人特别多，

没占到地儿的商贩，会把摊位支到挨着主路

的巷子里，热闹得很呢！”

小时候过年，守岁也是必须的。一

家人围在一起看春晚，当电视上新年倒计

时一分钟的时候，柳岚的父亲就会准备好

迎新的鞭炮。“我在屋里喊着倒计时，父亲

在屋外准备点鞭炮。”零点一过，村子里

的鞭炮声便此起彼伏，热热闹闹。

“第二天一大早，就得起床。”这叫

“起五更”。穿新衣，吃饺子，家人还要

讨论今年需要给几家老人拜年。父母

去拜年，柳岚也经常跟着去。到哪家，

哪家的老人都会往他兜里装瓜子、糖

等。拜完年回家，看着各样的糖，心

里就欢喜。

不像现在的孩子有这么多的玩

具，柳岚说，小时候过年，有什么就

玩什么。他和村子里的孩子最喜

欢的，就属鞭炮。“大人不让孩子

们点整挂的鞭炮，我们就在放过

的鞭炮纸屑堆里寻找有捻或者

没有炸响的。”

孩子们聚在一起，把各自

拣到的鞭炮集中到一起，取

出鞭炮内的火药，仔细撒在

地上。用火柴一点，火药

“呲”的一亮，就没了。“前

后虽然不过几秒钟，但却

是留在儿时春节最闪亮的

记忆。”

本报讯（记者马

庆科）2019年新春佳
节即将来临，为了让广

大消费者过一个平安、

祥和的传统佳节，市消

费者协会提示广大消费

者要注意以下方面。

购物:理性对待
打折促销

不少商家在春节期间推

出诱人的折扣、赠品、返券等

促销活动，提醒广大消费者面

对诸多诱惑时，一定要注意询

问和辨别。还要提防个别商家

搞“先涨后降”的价格猫腻。消

费者面对高折扣、高额返券等诱

惑时，应谨防虚假打折，保持理

性，按需消费。

订年夜饭:选择信誉
佳服务好的饭店

在预订年夜饭时，消费者尽量选

择规模大、信誉佳、服务好的饭店。年

夜饭一般是固定套餐，在挑选饭菜时，

不要被花哨的菜名迷惑，尽量弄清每道

菜的名称、内容、规格和价格，同时弄清

具体的收费项目，如可否自带酒水，有无

最低消费、开瓶费、包间费等。

大扫除:选择口碑好的家政公司
消费者雇家政服务一般是口头约定，

在服务收费、质量标准、时间等方面难免

产生争议，尤其在出现财产损失、违约等问

题时更易产生纠纷。为了避免问题，舒心

消费，消费者应选择有经营许可、口碑较

好的家政服务公司，并签订服务项目、服

务时间、服务内容、收费、违约等问题的

书面合同。

旅游:选择合理的出游方式
近年来，很多消费者选择在春节期间到

外地旅游过年，感受他乡与众不同的春节习

俗。选择跟团出游的消费者应注意与正规旅

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明确旅游线路、收费标

准、观光景点、时间日程、食宿标准、出行

交通等事项；选择自主出行的消费者应注意

交通安全、合理规划线路、提前预订酒店等

问题。

接收包裹:认真验货谨防受骗
春节前后，快递物流业务增大，不少骗子

利用消费者不当面验货的习惯，向消费者寄

送空包裹或劣质商品，后利用货到付款的方

式对消费者进行诈骗。因此，消费者在接收

物流包裹时，一定要核验是否为自己网购的

商品，不要接收来路不明的快递，特别是对于

需要到付的包裹，接收人或代收人要当面拆

开包裹验货。

索要发票以保障自身权益

消费凭证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接受服

务的重要凭证，也是与经营者发生纠纷时

最重要的维权举证材料。一些商家以抹

零、赠送小礼物或没有发票为由，不向消

费者提供发票，有些消费者认为自己占了

便宜，可一旦遇到纠纷、投诉问题，吃亏的

还是消费者自己。

寻找记忆深处过年的味道
市消协发布消费提示

消费多注意 开心过大年

“小司家”餐馆主打

早、晚餐，不仅食物好吃，店

铺的装潢也颇具特色，混搭

风格显得低调奢华有内涵

本报记者 马庆科 摄

一身新衣服是过年的标配 糖果是孩子们的最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