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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高速东口的彩灯，看到这些五颜六色的灯
和柳林的风俗介绍，感觉到浓浓的年味，也感觉到自己的
生活很幸福。”专门开车前往柳林县高速东口观灯的刘女
士说。

新春佳节，柳林县城区处处流光溢彩、灯光璀璨，火红
的灯笼、成排的串灯交相辉映，将城市夜景装扮得分外妖
娆，市民在美轮美奂的夜景里感受着浓浓的年味。

夜幕降临，灯光渐次“苏醒”，穿行在大街小巷，漫步于
清河公园、青龙大桥、来福区、柳林高速东口、柳林南站等
地方，五彩缤纷的灯饰让县城处处都洋溢着欢乐、祥和的
喜庆气氛。

绕树串灯以代表魅力的紫色和代表温馨和谐的黄色
为主要色彩基调，映衬出树冠的整体轮廓，远远望去，一排
排的树灯，像花瓣一样盛开，颇有招财、纳福之意。从寨东
村到杨家港村，道路两旁像水帘一样挂下来的灯，置身其
中，就像进入灯的海洋。

喜庆的红灯笼高高挂起，各式彩灯色彩斑斓、争相斗
艳，有如萤火之光，一闪一闪地温暖着这座小城，将万家灯
火中的城市装扮得美轮美奂，充满了节日生机。

“家门口有这样的景点挺好的，带孩子们转转，感受城
市的变化，气氛挺热闹。”在柳林南站观灯的秦女士说。

年味浓浓同欢庆，虎虎生风迎新
春。

年味是什么？是爆竹声中一岁除，
是总把新桃换旧符，是煎炒烹炸的烟火
气，是团圆喜庆的全家福，是前程似锦
的愿景图。

此时此刻，我们更能体会平安是福
的意义。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千千
万万的游子得以平安返乡，年集市场有
序开展。

春节前夕，走进石楼县大型商超
内，欢快的过年歌曲声声入耳，烘托得
购物气氛年味十足，春联、福字以及各
式各样、琳琅满目的年货商品纷纷上
架，米面粮油、糖果坚果一应俱全，处处
呈现出新春佳节的热闹景象，购物群众
严格按照防疫要求进入超市，购物秩序
井然、年意浓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置办年
货，品种少不说，为省钱大多年货都是
买材料回家自己加工。”今年 70岁的李
爷爷说，“现在不同了，想吃什么都可以
在超市买到，可以说年货置办完全是一
条龙。”

看超市物价，总体平稳，较平日没
有明显变化。“以往快过年时，物价要稍
微跳一跳。但感觉今年的菜价肉价没
怎么涨，尤其是猪肉价格。”赵奶奶说，

“去年春节前猪肉涨价突出，最贵的时
候 30 多 元 一 斤 ，现 在 也 就 十 几 元 左
右。”经常来超市买水果的郑女士告诉
记者，最近有些水果的价格甚至降了快
一半，尤其是橘子、苹果等。

据了解，为确保春节期间生活必需
品供应不脱销、不断档，数量足、价格
稳，超市做了充足的商品采购和储备工
作。“蔬菜、水果等生鲜食品，超市都是
当天进货，以保证质量，受到广大消费

者的热烈欢迎和青睐。为了给市民春
节期间采购提供安全放心的购物环境，
超市每天早晚两次进行全面消毒。”新
天地生活超市副经理告诉记者。

“老板，这个小老虎怎么卖？”“老
板，来两个礼盒。”走进石楼县东风小学
附近的年货卖场，随处可见虎元素的商
品占据了显眼的位置，各种“萌虎”已经
迫不及待地附着在福字、花灯等各类商
品中，大红的灯笼、火红的福字、寓意美
好的春联把现场装扮得年味十足，吸引
了广大市民前来选购。从干果点心到
茶水酒饮，再到有机鱼、辣椒丝等农副
产品，“土味”年货点燃了人们喜迎新年
的热情。

“爸妈从冬至就开始准备年货了，
全都是我喜欢吃的，有豆饼、小鱼干、干
炸带鱼，我之前觉得过年回家就是一家
人吃几顿饭，可是现在自己上学在外
后，更能感觉到那种思念的亲切，懂得
爸 妈 为 了 这 几 顿 饭 很 早 就 开 始 准 备
了。”大学生贾觐宇边
挑年货边说。

儿时盼着过年，那
些年里吃得最开心的
味道，成为多年后年年
贪恋的味觉记忆。购
置一份用心制作的年
货，或许就是庆贺新年
的最好方式。过去，年
画、糖果与新衣，置办
各种过年之物，谓之忙
年；如今，智能电子产
品、水产外加保健品，
讲求的是精致健康，样
样优选。年货的内涵
与外延，也随着社会变
迁而变化，不变的是，

年货仍承载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殷殷
期盼。除了物质丰富，一些“新年货”在
奋斗的时代更显深意，过去一年，捷报
频传，很多贫困群众脱了贫，城乡生态
不断优化，“五新石楼”宏伟蓝图正徐徐
展开、稳步推进……细品年味，石楼人
从团圆和辞旧中获得欢快愉悦，从祝福
与迎新中汲取奋进力量。

红的花，绿的叶，姹紫嫣红，绿意盎然，一派喜气洋
洋。春节前后，交城县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近日，记
者来到位于交城县西街的玉斌花卉市场，一排排色泽艳
丽、姿态美妙的蝴蝶兰，一盆盆花美叶茂、造型挺拔的红
掌，让人眼前一亮，一个大棚就是一片花海。

“最畅销的是传统年宵花（指过年装饰用花），还有五
色杜鹃、蝴蝶兰、红掌凤梨、大花蕙兰，很多市民喜欢这些
颜色艳丽的花卉。”玉斌花卉市场一经营户游先生如是说。

另一家花店老板马先生表示，春节前是花市的销售
旺季，每年进入腊月后，来买花的顾客就多了起来，很多
市民提早准备春节摆花，现在，他的店一天轻轻松松能卖
上七八百盆。

据介绍，西街花卉市场是交城县最大的绿植盆花批
发零售市场，辐射整个城乡。该花市展示销售品种达
300 个，不仅有市民喜闻乐见的杜鹃、仙客来、水仙、红
掌、多肉植物等，还有从南方引进的玉珊瑚、大花蕙兰、茶
花等新品种。辞旧迎新之际，传统的蝴蝶兰、红掌凤梨、
大花蕙兰等寓意喜庆，很受欢迎，鸿运当头、龙爪菊等也
颇为走俏。

美容院店主任女士带着刚放假的女儿也过来看花，
她花 300多元从市场精挑细选了三盆花。“摆些漂亮花卉
装点家里，过年才喜庆，也预示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这次花展，品种丰富，可以让市民看到我们不同园
艺的不同特色。”游先生为这次迎春花展专门进了一批高
端、特色品种的花卉，并配上独具风格的花瓶瓷器，“我们
的兰花、红梅都是看似简单却别有洞天，希望市民可以选
购到心仪的产品。”

为分得春节花卉市场一杯羹，交城县其他一些年轻
人经营的花店，也开始尝试着网络销售，网购鲜花之风悄
然兴起。

对于这种新型销售方式，游先生说：“疫情发生以来，
我开始尝试实体店销售与微信销售同步的方式。目前，
在这个销售领域，盆景花卉销售比较好一些，微信朋友圈
的销量与日俱增。”他说，随着朋友圈人数增多，他已经建
了十几个花卉交流群，喜爱鲜花种植的朋友在群里经常
分享一些花卉种植技巧，很受欢迎。

绚丽灯光点亮城市
——柳林缤纷灯饰耀新春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感受浓浓年味
——石楼年货市场见闻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本报通讯员 郑东慧

花市迎来销售旺季
——交城花市一瞥
□ 文/图 本报记者 温元元

市民认真挑选心仪的花卉

市民在新天地超市挑选礼盒

杨家港村附近广场的灯喜庆吉祥杨家港村附近广场的灯喜庆吉祥

各种形状的串灯吸引人们的眼球各种形状的串灯吸引人们的眼球

市民有序排队结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