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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带点什么回家，给钱还是
给东西？让我们到车站兜一圈。

上午9点半，在嘉兴火车站进
站口，乘客们都提着大包小包赶火
车。刘师傅是山东人，在嘉兴打
工，这天和老乡们一起踏上了回家
的路。

刘师傅说，这趟回家行李太多
了，要坐17个小时的火车，路上还
要转车，但只买到了无座票，所以
能不带的东西都不带了。他说，现
在想吃啥到处都能买到，山东人喜
欢包子馒头，嘉兴的土特产家里人
也不太喜欢吃，吃啥都是次要的，
和家人们在一起，才是回家的意
义。

罗师傅夫妻这次要坐33个小
时火车，才能到老家云南。罗师傅
说，他们就带了一点火车上吃的，
其他都还没准备，年货一般都回老
家买。

候车大厅，王女士也没带什么
年货。她说，过年直接给亲人红包
就行，就连每次回家，都不会跟父
母说时间，怕他们一直在家等着。

张女士回甘肃老家，她已经归
心似箭，吃一口家乡菜是她最期待

的。回去不带吃的，但是初八来上
班，倒是会带老家的特产。“回来肯
定带很多家乡的土特产，每年都这
样，主要也想让朋友们尝尝我们老
家的味道。”

唐春娥是嘉兴车务段客运副
工班长，她告诉我们，以前的火车
站候车室，能看到旅客的行囊里会
有嘉兴土特产，现在这些特产带的
旅客也有，就是不多见。“粽子、宏
达烧鸡、酱鸭、青鱼干，还有餐桌上
的宴球、狮子头这种，我们在服务
旅客的过程当中，也跟旅客交流
过，早几年他们有些都带回去过，
现在回家父母会跟他们说，过年回
家陪伴他们就行，吃的不需要带。”

嘉兴高铁南站，候车大厅也挤
满旅客。高师傅的行李中，就带了
一点坚果。

高师傅说：“我们以前会带上
这边的土特产，现在家里条件好
了，想吃什么都能买到，所以也都
不带了。家里的小辈们现在回家
也都是什么都不带，我们会给他们
准备好礼物、红包，方便也省事。”

姜师傅要回老家衢州，他告诉
我们，土特产网购他不放心，好在

嘉兴跟衢州不远，家人要吃就回去
的时候买好，因为自己一年要回去
两到三趟，所以过年要带的东西也
不多了。

笔者从嘉兴高铁南站了解到，
从19日开始，返乡高峰就陆续到来
了，此后嘉兴高铁南站的客运量也
会逐步增加。

嘉兴车务段客运值班员刘武
涛说，最近返乡的都是云贵川渝的
农民工同志，他们带的话，自身的
行李是较多的，嘉兴的本地特产粽
子、青鱼干也有部分会带，像年轻
一点的同志，他们喜欢现代的消费
模式和网上购物的形式，利用快
递、网购模式，轻装出行，人到家
了，年货也到家了。

刘武涛说，年货上路最多的时
间，是在年廿九、除夕这两天。“因
为这两天出行的，真正奔着回家过
年吃年夜饭的，时间也比较紧，手
里的年货也比较多，带回家马上能
吃到。”

春节回家，带什么礼物都是点
缀，跨越千山万水，回家的旅途疲
惫辛苦，但推开家门见到亲人笑脸
的那一刻，这一切都值得了。

外国自媒体达人举着
长镜头，聚焦正在展示电
子飞行器的00后店员，
一旁围满了等待询价购
物的中外客人；带着孩
子的年轻夫妻，自己手
里抱着满满一袋盲盒
彩蛋满脸笑容；摆满商
品的小店里，店主正与
批发进货的小商贩讲
价……

这就是义乌，此刻
已经开启了2025年货的
限时零售模式。有这样
一种说法，世界华人的年
味，是从义乌开始的。早在
一个多月前，当人们还忙于日
常工作时，义乌就已将各类年货
输送到世界各个角落。春节临近，
义乌宝藏年货节也热闹了起来。义
乌国际商贸城市场里，买东西的、卖
东西的，旅游的、采购的，热热闹闹；
有“土味”、也有“洋货”，买全球、卖
全球，世界年货齐聚一堂。

日前，2025农历春节进入倒计
时，笔者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探店，
感受宝藏义乌里世界年货的缤纷。

当天上午10点，义乌国际商贸
城一区玩具市场的中轴线已被中外
客商“占领”。每年临近春节，义乌
国际商贸城一区的玩具市场就会进
入限时零售时间。“很多平日里只供
批发的商户，会在这几天开启限时
零售模式，满足散客购物的需求。”
果兴玩具店员小邱说，从上周末开
始，市场里散客数量明显增多，按以
往惯例在全市中小学放假后人流量
还将上涨，全程预计持续 10 天左
右。“义乌是源头市场，限时模式下，
一件也是批发价，线下比线上还优
惠约25%，能挑选的余地也更大。”

当天是北京游客言言一家抵达
义乌的第二天，在酒店安顿好后，一
家三口直奔国际商贸城，开启“买买
买”采购模式。言言妈妈说，北京小
学统一放假后，利用春节前的空当，
他们带着孩子来到义乌旅游。“其中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采购春节期间
在小区摆摊卖的玩具，趁着假期让
孩子自食其力赚零花钱，也培养她
的综合素质。”

福建龙岩的赖先生在义乌从事
工程行业，准备在当天下午自驾回
乡。上午，他与同伴来到商贸城一
区买了整整三大袋玩具。“把车后备
厢装满为止，一方面当做回家送亲
友孩子的礼物，另一方面也计划摆
到家门口卖，支个小摊赚钱。”赖先
生笑言，人都到义乌了，哪能不“搞
钱”？他在一家电子玩具店买了10
架飞机和30个飞行球，预计利润能
够翻番。“很多义乌返乡者都这样，
趁年底回家前进一批货走，能送还
能卖，时刻不忘商机。”

在义乌开了近20年的飞艳闪光
玩具，店铺位于玩具市场中轴线的
十字路口C位。10平方米不到的小
店里摆满了上千种大小玩具，4个工
人各司其职，向往来客人展示商
品。店主郑小艳说，义乌商人从不
嫌生意大小，外贸大生意要冲，零散
小生意也不能丢。就是靠着这样一
笔笔小生意、一位位小顾客的累积，
她家的生意越做越大，日子越过越
红火。

不远处，一位背着包、手持单反
相机的外国自媒体达人正在拍摄。
镜头里是一位义乌电子玩具商铺的
00后店员，他正用一架电子飞行器

展示“空中特效”，引得游人驻足。
这位外国自媒体达人告诉笔者，自
己与团队来义乌，想拍摄一部关于
义乌市场中国年味的微纪录片。“如
今，在海外，中国春节正成为一种潮
流，而义乌也备受世界关注，我们希
望把这两个点结合，拍一部爆款纪
录短片。”

开启限时零售模式的不止一区
玩具市场，在国际商贸城三区，满目
的红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新年氛围。
红彤彤的灯笼、写满美好祈愿的春

联、印着烫金福字的挂饰、蕴含传统
文化的皇历、编织精巧的中国结，还
有设计新颖别致的红包……数据显
示，全国80%的年画和春联源自义
乌，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堪称全球最
大的年画挂历对联产品集散中心。
义乌市年画挂历商会会长楼宝娟表
示，从上月末起，义乌市场原本针对
外贸及批发的年画挂历产品都已开
启零卖模式，“来年画市场，所有春
节用的喜庆用品一站式买齐”。

法国红酒、西班牙火腿、土耳其
坚果、俄罗斯巧克力、肯尼亚传统手
工编织、捷克水晶杯……汇聚着来
自全球各地宝藏的义乌国际商贸城
五区进口商品城就像万花筒，扑面
而来的是“地球一家亲 嗨购全球年
货”的国际范。如今，这个小小的

“世界超市”已是不少游客和采购商
采买“洋年货”的首选地，汇聚了来
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5万种
商品。

据市场方面最新通知，2025春
节义乌国际商贸城休市及开市时间
已确定。休市时间方面，国际商贸
城一、二、三、四、五区、国际生产资
料市场、宾王158文创园内场，定于
2025年1月25日（农历十二月廿六）
下午休市；国际商贸城五区一楼进
口商品城、篁园服装市场，定于2025
年1月26日（农历十二月廿七）下午
休市；爱喜猫全球好物集合店宾王
旗舰店定于2025年1月27日（农历
十二月廿八）22:00休市。开市时间
方面，爱喜猫全球好物集合店宾王
旗舰店定于2025年1月31日（农历
正月初三）上午10:00开市；国际商
贸城一、二、三、四、五区（含一楼进
口商品城）、国际生产资料市场、篁
园服装市场、宾王158文创园内场，
定于2025年2月9日（农历正月十
二）上午8:30开市。

你们都放假了吗？不如去义乌
淘淘年货？

近日，“这届年轻人开始整顿
年味了”的话题冲上热搜。年味似
乎总是带着老一辈传承下来的固
定模式。忙忙碌碌准备年夜饭，规
规矩矩拜年走亲戚，热热闹闹看春
晚……然而，当时代的接力棒交到
年轻人手中，春节也被赋予了全新
的打开方式（1月20日极目新闻）。

年轻人开始“整顿年味”，例
如：年货从传统的瓜子、糖果和花
生这“老三样”变成了螺蛳粉、火
鸡面、魔芋爽等网红零食；原先年
轻人春节回家过年，但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反向
春运”，邀请父母来自己工作的城
市过年，“家庭组团出游”也成了
春节的新风尚；年夜饭这一传统
大餐年轻人不再千篇一律，有人
把饺子包成了各种可爱的卡通造
型，给小朋友带来惊喜，有人将西
餐的烹饪方式融入年夜饭，还有
人干脆来一场火锅年夜饭，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涮着各种食材；更
有年轻人热衷于线上拜年、短视
频拜年、语音祝福、云聚会等，一
起在“云端”举杯。

年轻人“整顿年味”反映了年
轻一代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融
合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尝试。“整顿
年味”让年轻人能够在过年时展现
个性，符合现代生活的节奏和需
求。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使得过年
更加符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审
美需求。

当然，年轻人在“整顿年味”
时，可能会对传统习俗和仪式进行
改造或简化，虽然这种创新有助于
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也可能
导致一些传统元素和内涵的丢失。

在“整顿年味”的过程中，一些
年轻人可能会过度追求物质享受
和个性化消费，而忽视了传统节日
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这种消
费观念的偏差可能会导致资源浪
费和过度消费，不利于培养健康、
理性的消费习惯，但这取决于年轻
人如何“整顿年味”以及他们对传
统文化的态度。我们应该鼓励年
轻人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
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整顿年味”，推
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年味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时

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年
轻人对年味的理解和表达可能不
同于老一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
是在破坏传统，而是在以自己的方
式传承和创新。所以，要尊重年轻
人对年味的多元理解和表达。年
轻人在“整顿年味”时，应深入挖掘
这些传统内涵，理解其背后的文化
意义和价值观念，从而在创新中不
失传统精髓。年轻人在“整顿年
味”时，应尝试将现代元素融入传
统年味中，创造出新的过年方式和
习俗。要尊重家庭成员的意见和
感受，避免因为个人喜好而引发家
庭矛盾。年轻人应该意识到自己
在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的重要
角色，积极承担起传承和创新的使
命，为后人留下更加丰富多彩、健
康文明的年味。

总之，年轻人在“整顿年味”
时，应在尊重传统、创新现代元素
以及承担社会责任和传承使命等
方面找到平衡点。不仅可以为传
统年味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还可
以为构建和谐社会、传承和发展传
统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春节临近，在湖州市德清县
的千年古城乾元镇年味渐浓，大

街小巷张灯结彩，红红火火迎接
新春佳节到来，也迎接着回家过

年的人们。
通讯员倪立芳、凌俐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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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行囊，都带了什么？

这届年轻人开始“整顿年味”了

张灯结彩，等你回家

■方丽舒、曹智

■胡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