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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十二月十八

星期一

最是家乡年味浓

文/图 本报记者 马永伟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过年时节赶大集，是很多人念念不忘的儿

时记忆。
1 月 6 日，农历腊月十五。天空湛蓝，冬日

的阳光洒在人身上暖洋洋的。

这一天，位于度假区湖西街道的潘屯村街
道上热闹非凡，一场大集在人群的欢笑声和商
贩的叫卖声中开始了。

五颜六色的防滑沙发垫、种类齐全的蔬菜
水果、香气浓郁的现磨香辛料、五花八门的坚果
小吃、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

所有这一切都在传递一个信息——年，快
到了。

年货充足 各类商品琳琅满目

潘屯大集农历逢五逢十成集，成集日，村里
从北到南的街道上，长约200米的路两边，一大
早便被来自附近村庄和小区的摊主摆满了各类
摊点。

“你看这芫荽多新鲜啊！一块五一斤！炒
着吃蒸着吃凉拌着吃涮火锅吃，还能熬汤喝！”

来自东昌府区沙镇镇楚庄村的楚景军在自
家地里种了一亩多芫荽，产量三千多斤，当天拉
到集上售卖。在他的吆喝下，娇嫩翠绿的芫荽

一时间成了抢手货。
“两年没见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到了！”
今年51岁的刘保军是东昌府区侯营镇侯营

村人，他的摊位上摆放着各类文具、玩具和学生
学习用品。一位熟人的出现，让他的笑容变得
格外灿烂。

“我去年赶的侯营集、田庄集，今年第一次
赶潘屯集，一眼就看见你了。”

“快过年了，碰见我是好兆头，预示着人旺
财旺运势旺。”

一对老友在大集上握住彼此的双手，爽朗
的笑声感染着每一个路过的人。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刘保军便卖出了两本

三年级英语字帖、一本“福到万家”传统日历和
几支钢笔。

“你说得真对，遇见你以后买卖更好了。”刘
保军一边照料着生意，一边和好友聊天。

“所有衣服全部处理，一件不留。”
“莱芜的雪梨，又甜又脆；广西的砂糖橘，又

甜又好吃。”
“起沙的西红柿便宜了，大圆茄便宜了。”
摊主自带的喇叭里，播放的叫卖声此起彼

伏，吸引着赶大集的人们。记者发现，前来赶集
的人群以中年人居多，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提着
一兜兜的年货。

市民翟羽颖买了一兜西红柿，又要了一大
袋砂糖橘，“这些东西我争取吃到过小年的时

候，吃完再出来赶集”。

简陋大集充满浓浓烟火气

今年77岁的李桂喜来自东昌府区侯营镇孙
楼村，当天8点多，她就把一辆三轮车骑到大集
上，三轮车上是现串现制作的冰糖葫芦。“来晚
了就占不着地方了。”李桂喜说。

冰糖葫芦有传统的山楂串、水果串，还有黑
枣串。“三块钱一根，今天争取多卖几根，多攒点
钱，过年的时候好有闲钱给孙子孙女发压岁钱。”

住在民生凤凰城11号院的高先生和两位邻
居在集上已经转了一圈了，每个人手里都满满
当当。“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一直在家里待着，
憋毁了，今天听说潘屯有大集，就出来逛逛，快
过年了，赶集沾点喜气。”

到午饭时间了，送走老友，刘保军给自己买
了四个大包子，又从随身携带的暖水瓶里倒了
一杯水，当作午餐。“午饭就凑合着吃吧，下午赶
完集回到家再给自己加个菜。”刘保军说，“现在
年集上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价格也实惠。等过
了小年，还有卖花糕、卖灯笼、卖春联的，也就是
在大集上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柴米油盐、蔬菜水果、干果零食、服装鞋
袜……在大集上逛一圈，需要的年货便能备得
更足一些。这个看似简陋的农村大集，充满了
浓浓的烟火气和最朴实的温暖，喧嚣中包裹着
最温暖的人情味。

新鲜翠绿的芫荽非常抢手

现做的糖葫芦非常受欢迎

市民在选购西红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