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忙忙碌碌准备过年，是老一
辈人的常态。而让自己解放“双
手”，轻松过年，成了很多年轻人
采购年货的首选。

“爸妈再也不用忙前忙后准
备年夜饭了。”这是90后小陈最大
的感触。

以往，全家老少齐上阵做年
夜饭，是小陈一家年底时固定项
目，洗菜、择菜……等到一家人最
后围在桌边坐定，先上的几道菜
早已经凉透，母亲也已累得直不
起腰。“朋友圈里的年夜饭都是给
别人看的。”小陈调侃。

去年春节，小陈在网上买了
一堆预制菜，终于将一家人告别
了忙碌。对此，小陈的父母原本

颇有微词，但当几道色香味俱全
的菜肴上桌后，他们也不得不承
认，“很方便，味道也不差。”

除了餐桌上的变化外，讲究
“辞旧迎新”的年关大扫除，也有
了新的得力帮手，市民曹女士以
前每到年底搞卫生都要花好几
天时间，今年，女儿给她的年底
礼物是一台扫地机器人和一台
擦窗机器人，虽然花了很长时间
才学会，但看着圆盘状的小家伙
在家里进进出出，连积灰多年的
床 底 下 也 不 放 过 ，她 长 舒 一 口
气：可以过一个干净省心的轻松
年了。

阿里巴巴2021年发布的春节
消费报告《把爱送回家》显示，“90

后”“00后”初掌年货置办权，扫地
机器人、擦窗机器人等“黑科技年
货”消费增速同比超 100%，洗地
机更是大涨18倍。

“ 这 是 给 奶 奶 买 的 智 能 手
表，现在吃的穿的都不缺，健康
最重要。这块手表，能量血压、
测心率，还可以实时定位，实用
得很。”1 月 27 日，家住天元区的
昊飞从快递点拿回了准备带回
家的年货。另一个快递包裹里，
是买给侄女的智能语音机器人，
能聊天、讲故事，还能上幼教课、
打视频电话。

新产品带来的消费升级持续
改变了市民的生活习惯，而“年俗
年货”成了一个相对直观的出口。

年糕、糖果、新衣服……在很多人
的记忆里，年货似乎一直与“吃穿”有
关，随着时代的变迁，年货的内容也在
不断变化。

内蒙古的五香牛肉、浙江的海鲜
干货、本地的农家特产……走进株洲
各大超市，不只是花样百出的年味气
氛装饰，还有各式各样的年货特产推
荐。“以前只有瓜子花生，现在想买啥
都有。”市民李女士说，过年吃上大鱼
大肉早已不再稀罕，地方小吃、特色产
品成为自己年货清单上的必选。

生活于物质丰裕年代，年轻人的
选择更加丰富多元。从零食礼盒到护
肤品、智能产品，都可以成为年货。因
为疫情原因，95后张浩今年准备在株
洲就地过年，他早早就列好了自己年
货清单：营造氛围的电子炮，一人食分
量的火锅食材，各式各样的精酿啤酒，
宅家必备的投影仪，再犒赏自己一个
最新款的手机……

“春节不能回家团圆，一个人也要
逍遥自在。”张浩说。

90 后的李雪给记者展示了她的
年货清单，“保健品、按摩仪是给父母
的，香薰机是送给闺蜜的，化妆品是给
自己的。”她介绍，会将坚果、保健品等
传统年货送给长辈，送自己的则选择
了“为热爱而买单”。

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年货节”促
销的竞争已经白热化，3C 电子、品牌
家纺、美妆个护、生鲜特产、宠物消费
等纷纷打着年货的旗号登台亮相。“人
们对年货的期待，在穿好、用好的基础
上，提出了更高的附加要求。”京东数
据研究院分析认为，年轻一代热衷的
年货，已经完成从吃喝向生活方式类
转变。

从以“吃穿用”为主，逐步扩展到
“全覆盖”，年味儿也从餐桌上蔓延到
生活的各个角落。

变化的年货需求，不变的生活向往

90后接手“采购权”
年货清单有点“潮”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还有半个月就过年了，年度大事“置办年
货”又一次提上了各家各户的日程。

每一个年代，年货都有新的定义。从
70、80年代的“以吃为主”，到数码家电、家用
汽车、休闲旅游陆续被列入年货“清单”；年货
的采购方式，也从匮乏单一到丰富讲究，从凭
票定量买到线上线下“任性购”……年货在时
代变迁中不断更新，真实地记录了几代中国
人生活巨变。今年过年，大家都在买什么？

从“吃穿用”到“全覆盖”，年
货品种更多了

从“自己做”到“高精尖”，消费体验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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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某商场内，正在选购年货的市民。受访者供图

大红色配色的礼盒，包装上
印有国潮插画，有故宫、仙鹤和祥
云等元素，中间写着“上新了故
宫”几个大字，里面还有盲盒故宫
神兽和明信片，满满的文化气息
——这不光是一款坚果礼盒，也
是一款特别的文创年货。

记者走访了解到，从红纸福
字到彩灯挂饰，从文创日历到春
联福袋，越来越多国潮风和文化
味的年货开始走俏。

“唐装、祈福签、虎头帽、胖胖
虎挂件，还有一套设计精巧的虎

年文创日历和笔记本。”这是市民
小张特意给小孩准备的年货，尽
管只是在过年用一次，但她认为，
为了这些透着喜气的传统装饰非
常值得。

数据显示，今年的年货市场
中，国潮类商品备受消费者青睐，
从回力登上时装周的小白鞋，到
安踏为虎年定制的卫衣，再到百
草味中国风包装的坚果潮盒，消
费者尤其是 90 后对于年货的选
择，越来越倾向于带有国潮风文
化味的商品。

当各色点心、甜品、坚果、美
酒与非遗、盲盒、国潮这些元素碰
撞，似乎更多了一层文化滋味。

“年轻消费者喜欢可以彰显个性，
又有底蕴的产品，‘国潮文创’将
深入人心的中国春节传统文化，
用全新的方式展现出来，是传承
也是创新。”一位文创经营者说。

“说明大家对美好生活向往，
已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消费，精神
的、文化的消费时代已经悄然来
临。”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张丽
君说。

从“物质享受”到“精神需求”，文化气氛更浓了

变化的年货 不变的中国味儿

有人说，中国人的年货历史，
就是一部生活方式的变迁史。

从过去的大鱼大肉，到现在
的品质生活，年货经历了上千年
的变更，展示着不同时代人们对

生活本身的理解和渴望。如今，90
后、00 后正在通过自己对购买年
货场景、品类等选择，构建一份属
于新时代的社会记忆。

不过，年货形式再怎么变，传

递心意的初心不会变。在传承中
发展，在发展中守望。在置办年货
的消费浪潮中，“变”的是越来越好
的生活，“不变”的是一个家庭的丰
硕期望，传递着万家团圆的温情。

年货之“多” 年货之“变”

年货之“潮”

记者手记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
体记者/凌琳 通讯员/陈恳
阳源良）1 月 18 日，由共青
团荷塘区委、仙庾镇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的“青春益起
来·七彩假期”公益课堂暨

“情暖童心·庾你同行”冬令
营开班。来自仙庾镇各村
20余名留守儿童参加活动。

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
在外地打工，或因疫情防控
无法返乡。为了让孩子们
有更好的活动体验，主办方
通过多种渠道招募了跆拳
道、美术、科学、音乐、心理、
家庭教育等志愿者和老师，
为孩子们提供个性化教学
课堂。在活动期间，主办方
为所有孩子们提供免费午
餐，在丰富留守儿童寒假时
光的同时，提供暖心服务。

参加这次活动的小妍，

是仙庾镇一名 8 岁的小女
孩，父亲因意外身故，母亲
改嫁在深圳做生意，目前由
爷爷奶奶抚养。母亲改嫁
后，平时与小妍电话联系，
每 年 过 年 的 时 候 才 能 团
聚。今年因为疫情，在深圳
的母亲就地过年，小妍只能
留在仙庾镇陪着爷爷奶奶。

为减少小妍因母亲不

能回家的失落感，仙庾镇社
工 邀 请 小 妍 参 加 本 次 活
动。冬令营精彩纷呈的活
动，丰富了小妍的假期生
活。小妍的母亲及爷爷奶
奶非常感谢社工们长期以
来对小妍的陪伴与关心，他
们表示，虽然由于疫情无法
团聚，但别样的年味依然暖
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余思薇 通讯员/张群
尹红萍）“太感谢你们了，一
个电话就上门来帮我检查
家里的用电线路，为你们的
服务点赞！”1月17日，在国
网炎陵供电公司三河供电
所抢修人员的帮助下，务工
返乡的李女士重新打开了
家中的热水器，她激动地连
连道谢。

临近年关，外出务工人
员陆续返乡。为确保返乡务
工人员能够通上“及时电”用
上“舒心电”，炎陵供电公司
积极部署，采取多项措施，确
保返乡人员用电无忧。

由于部分务工人员长
期全家在外，家中的电器、
开关、插座长期闲置，受潮
湿、锈蚀、灰尘等影响，易
出现断电、线路异常等情
况。该公司积极组织台区
经理深入辖区村庄走访返

乡人员，对返乡务工人员
家中的用电线路、排除开
关、插座、漏电保护器等设
施进行“全面体检”，切实
为用户解决用电隐患。不
仅如此，该公司还开辟返
乡人员用电“绿色通道”，
优化业扩报装等用电服务
环节，缩短办电时限，发放
便民服务卡，为返乡人员提

供24小时畅通的电力咨询、
查询、保修等服务。

截至目前，炎陵供电公
司已为返乡务工人员上门
服务 50 余次，消除各类用
电隐患30余处，受理用电报
装 6 户，发放安全用电宣传
单 300 余份，全力保障返乡
人员春节期间安全可靠用
电，温暖度冬。

暖心服务，“电”亮返乡人员回家路

▲工作人员为返乡人员上门服务，消除用电隐患。
通讯员供图

丁香出生时早产，身体一直很羸弱，能干又强势
的妈妈将她保护得非常好。疏于管教的哥哥，上房
揭瓦钻地打洞，身体健壮头脑灵活，优秀的哥哥成为
不可逾越的标杆。小丁香常年在被否定、被比较中
长大，不敢也不会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白驹过隙，哥哥北大毕业后留在了北京，丁香也
在老家结婚生子，当了外婆的妈妈依然管控着丁香
的小家。

儿子松松更多的时光都是与外婆在一块，爸爸妈
妈为松松做任何事都需要外婆点头同意，松松也习
惯了什么事都由外婆为自己妥帖安排。在外婆的念
叨声中“你要好好学习，像你舅舅一样为家里争光！”

“你要好好听外婆的话，外婆把舅舅都送进了北大，
你要比舅舅更厉害！”松松慢慢长大了。

所有的期望都内化成松松自己的信念。松松对
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什么事都要做到尽善尽美。靠
自己的努力，松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地最好的
高中。眼看着舅舅的成功即将在松松身上复制，却
因为一场感冒引发鼻炎，导致成绩下滑。他一会命
令自己好好学习，一会痛恨自己头晕头痛浪费时间，
这些指责、抱怨引发了松松内心极大的冲突，越着急
越静不下心来学习，似乎站在了一个沼泽地，越挣扎
越深陷，以至于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等到松松突然不肯去上学时，丁香一家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却为时已晚。

松松已抑郁成疾。
丁香带松松去各大医院求诊，虽然内心备受煎

熬，脸上却永远挂着淡淡的笑容。
在心理团体，面对已经40多岁的丁香，我邀请伙

伴扮演她“内心的小女孩”，让她真正看清楚，自己不再
是当年那个需要妈妈保护的小女孩。面对妈妈（团体
成员扮演），丁香勇敢地说出了压抑的心声，她涕泪横
流地呐喊：“妈妈，我受够了！你不要再管控我的生活、
插手我的人生！我是有能力的！我可以照顾好我自
己！也可以照顾好我的孩子！我才是他的母亲！”

从这一刻起，丁香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女
孩，她已然是一个母亲，一个敢于捍卫自己和孩子自
由的母亲！

面对儿子，丁香有了更多信心和力量。丁香买了
一只泰迪，以遛狗的名义带着儿子早晚出门活动。松
松手巧，他缝了一条花裙子，把狗狗打扮得美美的。

外婆看到了说：“这么热的天，赶紧脱掉！”松松
张皇地望着丁香。丁香回道：“狗狗是儿子的，他的
狗狗他做主！”

等外婆走了，松松说：“妈妈，我觉得你今天特别
勇敢，我要像你一样勇敢！”

暑假，松松随表姐去上海迪士尼，他想买一个米
老鼠头饰，表姐说男孩子戴米老鼠头饰不合适，给他
买了唐老鸭。松松生气地扔掉了，他冲表姐嚷嚷：

“我从小到大都得听你的，凭什么！”表姐郑重地向松
松道歉，说以后会尊重他的决定。松松特别开心，晚
上打电话告诉丁香，得意又兴奋。松松说：“妈妈，我
要回去上学，我能行。”

放下电话，丁香让眼泪肆意流淌。她告诉我，感
觉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摘自《照进心底的光》

（毕亚炜）

毕亚炜：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际心理剧考试
委员会认证导演，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创伤后病人
心理干预课题负责人，株洲市红十字会心理援助志
愿队队长，天元区心关爱社区心理服务中心心理专
家，天元区检察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咨询师，湖南省
红十字会“四星”志愿者。

融媒

A09

2022年01月21日 星期五
责编：文 樱
美编：言李懿
校对：袁一平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文樱 通讯员/李晖）春
节临近，株洲各大餐饮机构
的年夜饭预订日渐火爆。日
前，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年关
守护”行动，对承办年夜饭的
餐饮场所进行专项检查，排
查食品安全隐患，护航市民

“舌尖上的安全”。
1 月 19 日上午，市市场

监管局餐饮监管科执法人
员先后来到徐记海鲜（华晨
国际店）、兄弟厨房（江商
店）进行突击检查。现场重
点检查了餐饮门店人员健
康管理、食品原材料采购进
货查验、食品贮存等关键环
节，并对原材料进行了现场
快速检测。现场检查情况
总体良好，快检结果全部合
格。对检查中发现的清洗

池标识不规范等问题，检查
组要求企业相关负责人进
一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切实做好整改，筑牢食
品安全防线。

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

大消费者，在预订年夜饭时
应选择证照齐全、内外环境
整洁、餐饮具洁净的餐饮机
构，如在消费时遇到质量问
题或发生消费纠纷，可拨打
12315进行投诉举报。

▲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兄弟厨房（江商店）进行突
击检查。记者/文樱 摄

年夜饭放心吃！
株洲开启年关守护“保胃战”

仙庾镇“情暖童心·庾你同行”冬令营开班

▲荷塘区仙庾镇“情暖童心·庾你同行”冬令营开班。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