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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5 温州乡村“土特产”
嘉年华——年货欢乐购开幕仪式在
温州科技广场举行，共有温州市内
外近400家展商共聚，为温州市民带
来土特产年货盛宴。

近年来，温州重点聚焦“六个
一”特色农业产业——一盘预制菜、
一条大黄鱼、一根石斛草、一杯本土
奶、一个瓯柑（杨梅）果、一片致富叶
（茶叶），计划到2026年高质量培育
100个乡村“土特产”精品，高规格打

造 10 条超 10 亿元“土特产”全产业
链，全市“土特产”总产值达 300 亿
元。

2025温州乡村“土特产”嘉年华
——年货欢乐购活动围绕“寻年味、
找年俗、购年货”，共分为年俗优会、
年味妙会、年货聚会、年潮食汇和年
趣集会五大板块，将为市民朋友带
来乡村土特产、非遗美食和非遗文
创等优质产品。

通讯员杨晓宴 摄

■童鸿杰 文/摄

“年糕年高，一年更比一年高，
快来吃年糕喽！”

1月11日到12日，是宁波北仑
区第十一届白峰年糕文旅集市的好
日子，在老百姓口中，这个集市也被
称之为“年糕节”。

年糕节的地点位于白峰街道的
下阳村，现场张灯结彩，人声鼎沸。
鳞次栉比的摊位上，商家忙忙碌碌，
展示各种农特产品。游客眉开眼
笑，品尝游览，打卡拍照。

年糕节里，年糕当然是主体。
品种有水磨年糕、小葱年糕、番薯年
糕、桂花年糕，它们的产地在白峰街
道的各个村庄，故而摊位又各有其
名：太平年糕、上阳年糕、名阳农庄
水磨年糕……

年糕节，除了各种口味，各种吃
法的年糕，还有双石蘑菇、司沿烧
酒、雀舌茶叶、外峙海盐、总台山鲜
牛肉等农特产品，米馒头、青团、老
鼠头、鞋底饼等老牌小吃，以及白峰
漆画、糖画、香袋等非遗摊位。那真
的是大饱口福之余，还可以大饱眼
福。

没想到还能大饱耳福。不信，
你听。当当当，几声锣响，紧接着二
胡、越胡、长笛、琵琶开始奏响。那
熟悉的曲调，又把我带回到童年的
村庄。

小时候，过年前，村里总会请来
戏班子。唱的一般都是越剧。比如
《梁山伯与祝英台》，比如《孟丽君》
和《碧玉簪》，都是村里人的最爱。

那些演员，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裳，像
蝴蝶一样来来往往。他们的脸上，
有的表情严肃，有的眉眼发光。他
们在台上唱啊唱，时而轻声，时而高
昂，而在台下，终日忙碌的一群乡
人，抬头仰望。

他们的神情，像是带着某种呼
唤，又像是带着某种表达。那些劳
动的明快，那些风调雨顺的圆满，那
些来年丰收的期盼，最终和那些曲
调唱腔融合，谱成了一曲最美的乐
章。

现场正在弹奏的就是一曲最美
的乐章。

你看，这数不胜数的年糕摊位
前，年糕正在装箱。白的、青的、红
的、黄的，一箱一箱，而在村庄的周
围，还有许许多多的年糕加工厂。
如今，白峰年糕文旅集市的名声越
来越响，村农特产品增量迅速增加，
民宿、家庭农场、田园综合体串珠成
链，把产业富民、农户增收的共富篇
章不断唱响。

在美丽的乐章里，我告别眼前
的村庄。拎在手里的，当然是沉甸
甸的年糕。小时候，母亲教过我，无
论是农历祭祀祖先，还是正月走亲
访友，我们宁波人，总会把年糕准备
好。当然，作为礼物，年糕还被带上
一抹红色，象征着幸运和吉祥。

而今天，我也要把一抹红色带
回家，那是一句响亮的口号：“糕香
四溢绘共富，春风十里展新景。”我
想，带上它，也是带上了所有下阳村
民的祝福和牵挂，那是对新时代的
憧憬，健康和通达。

新年第一天，杭州人喜欢到运河
边“走运”，开启顺顺利利的一年。

“走运会好运”2025 杭州新年祈福
走运大会设置了陆路南线、陆路北
线、水陆结合三条线路，沿途设有文
化演绎、非遗展示和“好运市集”。

陆路南线（约7公里）：武林广场
（起点）—杭州大厦“好运湾”—夹城
夜月文化公园—富义仓—大兜路历
史文化街区—小河公园—桥西历史

文化街区—运河天地（终点）
陆路北线（约7公里）：义桥老街

（起点）—大运河滨水公共空间未来艺
术中心段—大运河滨水公共空间博物
院—大运河滨水公共空间谢村段—大
运河音乐公园—运河天地（终点）

水陆结合线（约7公里）：武林门
码头（上船）—小河公园码头（上
岸）—桥西历史文化街区—运河天地
（终点）

我们这
年味
开始了

收下这份“集福”攻略，开启新春为爱祈福之旅

2024年12月4日，春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年味不仅是一种民间传统习俗，还是一种象
征着团圆、喜庆、幸福的文化。

杭州的年味，从元旦开始，一直延续到元宵节。为了让市民游客体验到更为地道的“老底子”宋福年，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
合各区、县（市）举办2025“宋”福杭州年活动，推出“来杭过年8件事”，设置八大福“集福”攻略，并推出百余项特色年俗活动。

春节期间，跟着这份攻略玩转杭州，一起来开启一场集福气、走好运的年俗文化探索之旅！

在你的记忆中，代表年味的江南
美食是什么？香甜的腊八粥，热气蒸
腾的白年糕，松脆的麻酥糖……春节
期间，大杭州各个古镇里的江南味道
藏不住了！

春节期间，临平塘栖古镇不仅汇
集了百县千碗的特色美食，各个村庄
还陆续开展石臼打年糕、土灶挞锅
糍、百家饭等传统美食的制作体验。

正月初二到初六，富阳龙门古镇
举办长桌喜宴，用豪气的“牛八碗”喜

迎游客，每碗都有着美好寓意：秘制
牛龙骨，做人有风骨；清炖牛尾汤，英
雄豪气壮……

春节期间，到建德市寿昌古镇逛
逛“贪吃蛇”年货市集，尝尝当地特色
的玉米粿、油豆腐塞肉、蛋饺等美食，
还能把蛇年专属糕点小吃带回家。

顺福、祥福、宝福、香福、彩福、戏
福、舞福、口福，八大福为你的新年好
运气助力，一起来杭州收集满满一整
年的福气！

径山的禅与茶，都是福气的象
征。“上山祈福，下山喫茶”纳入了很
多杭州人春节必打卡的活动清单。

活动期间，径山寺大师父将亲笔
题写年度福语，古画上的茶摊推车也

将现场还原，老茶人送上福佑茶，让市
民游客“沾沾福气”。此外，还有“径山
福市”集现场表演、非遗体验、特色美
食为一体，营造浓厚的新年氛围，让游
客把来自径山的祝福带回家。

吴山庙会为纪念春秋末期战国
大夫伍子胥而设，四季不断，各有特
色。旧时，吴山庙会不仅举办祭典，
还有卖字画、庙台戏、卖唱小曲、变戏
法、耍杂技、卖花、斗鸟等店主小贩沿
路设摊卖物，热闹非凡。

直至今日，很多杭州人还保留着
过年前逛庙会的习惯，1月15日~1月
26日，来吴山广场逛年货市集、看舞龙
舞狮、体验非遗。2月，吴山庙会的开
年大集融合了新春表演、民俗体验和
美食市集，让喜庆的年味持续蔓延。

龙门古镇是三国东吴大帝孙权
故里，90%以上的村民都是孙氏后
人，留存着浓郁的宗族氛围和民俗风
情。新春期间的龙门古镇，街道巷弄
都少不了非遗戏曲的身影。表演者画
上三国脸谱，身着京剧戏服，跨上东吴
战马，表演三国戏中打斗场面，从校场

到跃龙桥，从工部到砚池再到义门，整
个龙门的时光倒流回三国时期。

今年正月初二到初六，来龙门古
镇还可以看到“小乔出嫁”“嘻哈战
马”等创新的实景演艺表演，游客还
能化身戏中人，感受历史悠久的江南
年俗。

带上它，
带上了祝福和牵挂

河上龙灯胜会起源于南宋绍兴
年间，传说与唐太宗李世民向“泾河
老龙”祈雨有关。百姓感激老龙，家
家户户用板凳扎灯，祭起板凳龙。这
一习俗延续至南宋，舞到了河上镇。

河上龙灯胜会的仪式程序主要

包括开光大典、出灯、闹元宵、化灯四
个过程，正月初五村民进行开光大
典，起引龙灯，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舞
龙巡游，活动结束后将龙身火化，寓
意“送龙头上天”，保佑新的一年风调
雨顺。

“只有梅花吹不尽，依然新白抱
新红。”春节正是赏梅的好时节，杭
州植物园、超山景区的梅花次第开
放，空气中都有一种“暗香浮动”的
雅致。

春节期间，“灵峰探梅”已经成为
很多杭州人必做的一件雅事，还有非
遗体验增添乐趣；第十七届杭州超山
梅花季也将在正月盛大开幕，邀请广
大市民游客赏梅花、坐游船、品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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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杭州市文广旅游发布）

这场年货盛宴
热辣滚烫

“过客探幽休问迳，雪香深处是
西溪。”正月里，西溪湿地在梅花丛中
举行新春灯会，为市民游客送上一场
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视觉
盛宴。

今年，西溪湿地的新春灯会将以
水浒为主题，大型的水浒花灯极具

视觉冲击力；在蒋村慢生活区域，
40 米长的非遗主题彩灯街区营造
满满的新年氛围感；街区内还将开
展迎财神、写福字、打年糕、画糖
画、唱越剧等特色民俗演艺活动，
让大家尽情感受江南传统年俗的魅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