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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地点：
河北南皮县于十拨村

2月 13日，农历正月初四，小雪。
听说要去采访赶大集，家里的老人告诉

我，节前备足年货的乡里人不会赶这么早的
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驱车直奔河北省南
皮县的乡村大集。到了大集的地点于十拨
村，这里居然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大集上
一路采访撞见不少新鲜事，很多都是“意外
之喜”。

第一个“意外之喜”，是乡村大集吸引来
了众多城里人。

上午 9 点半，站在于十拨村村口放眼望
去，长龙般的大集上赶集人摩肩接踵。锅碗
瓢盆、衣服鞋帽、猪牛羊肉、蔬果海鲜等应有
尽有。

穿行在集市中采访，发现赶集的除了当
地老乡，还有很多来凑热闹、寻年味、购买绿
色食品的城里人。

于十拨村离市区 20 公里左右，因此这
里的大集吸引了不少城里人。领着孩子，起

大早来追寻年味的刘妍一家异常开心：“城
里的农贸市场就是天天赶大集，但却少了很
多新鲜感。在乡村大集可以买到农民自己
种养的农副产品，浓浓的年味，更能让孩子
和大人们找到了乐趣和回忆。”

刘妍刚买了两双虎头鞋，一看就是手工
缝制。细密的针脚、鲜艳的色彩，活灵活现
地勾勒出虎头的可爱形象。“这就是一件工
艺品啊，城里买不到，孩子很喜欢。”

像刘妍这样的城里赶集人不在少数。买
上几个冻柿子，称上几斤笨猪肉，喜悦的心情
溢于言表，传统的年味儿在这里韵味十足。

第二个“意外之喜”，是乡村大集上出现
了很多赶集“专业户”。

穆三拨村的穆连贵、穆彦喜父子，一大
早就来大集上占了个好摊位。他们做的是
蔬菜生意，已经做了 5 年赶集“专业户”。父
子俩的摊位上摆满了新鲜的蔬菜。不到一
个小时，菜就卖得差不多了。

穆彦喜说：“咱的菜都是从菜农那里进
货，大棚里直接拉到集市上。城里的黄瓜卖
8元一斤，咱就卖 6元一斤；芹菜 6元一斤，咱
就卖 4 元一斤。赶一个集下来，也能赚个二

三百元。”
父子俩家中都有地，但自从村里实行农

地流转，他们就把地包给了别人。穆连贵
说，十里八村几乎天天都有集，赶一次就能
赚个几百块，比种地来钱快。

“集上很多都是老相识了，和我们一样
都是赶集‘专业户’，最远能到百公里外的河
间赶集去。”穆家摊位旁，卖柿饼的张桂亭
说，如今在村里干这一行的人很多，没啥成
本，挣钱也不少，邻里乡亲也都需要，当这个
赶集“专业户”有啥不好？

第三个意外之喜，是大集旁居然有了
“停车场”。

进村赶大集，又逢雨雪天。村里的柏油
路上也堵车了。不但有运菜的货车、运文化
用品的面包车，还有城里来的私家车，村里
的农用车，把大集周边塞了个水泄不通。

堵车 5 分钟后，村里的干部于振富跑来
指挥交通。

“各位倒倒车，集北边有停车场，都把车

停那里吧。多走几步路，大家都方便！”零下
2摄氏度的天气，于振富头上却冒起了汗。

“于十拨 10 天两个大集。以往还没啥，
人们都骑自行车来。现在车多了，问题就来
了。大家都挺高兴来赶集，结果堵在村里半
天不动窝。有时候还有点小纠纷。村里只
好把附近的麦场腾出来当了停车场，为此把
不少人家的麦秸垛挪了地方。”疏通了交通
后，于振富站在村口点起了一支烟。

“现在生活好了，农村里生活不错的人
家也都买了车，村里也要好好规划农村停车
的事了。”于振富说，“村里有车的人家，自己
宅基地上都盖了车库。但是逢年过节，外地
车来得多了，停车就成了问题。尤其是赶集
的时候。现在只能拿麦场临时当个停车
场。以后车来得再多些，就要有个真的停车
场了。”

临近中午，赶集的人渐渐散去，卖货的
老乡们也都收拾摊子回了家，等 5 天后，下
个集日还会再来。

乡 村 大 集 的“ 意 外 之 喜 ”
本报记者 朱 磊

地点：
湖北罗田县三里畈镇

新春之际，农贸市场一派繁忙景象。琳
琅满目的年货让人目不暇接，此起彼伏的
叫卖声不绝于耳。

早饭刚过，集市里的年货摊点已摆开
阵势，红底金字的春联、款式新潮的服
装、青翠欲滴的油菜、活蹦乱跳的鲜鱼看
得人眼花缭乱。

“便宜点，这半边猪肉我都要了。”一
位前来赶集的顾客以每斤 13 元多的价格，
买了约半扇猪肉。卖肉的摊主丁银元高兴
地将肉切好，帮他拿到小三轮车上。丁银
元告诉记者，今年的猪肉价格跟去年同期
差不多，每斤 13 元至 14 元。这段时间，

仅他这一个摊位平均每天就能卖两百来斤
猪肉。

在一家童装店内，几位顾客正跟店主
李正兴讨价还价。据他介绍，虽然童装
不 像 成 人 服 装 那 样 具 有 很 强 的 季 节 性 ，
但春节期间的童装生意还是红火，特别是
两岁以下的儿童服装销量很好。“这类童
装经常被当作礼物送人，因而顾客一买就
是好几套。春节期间的童装销售收入有
八万元左右，毛利润也有两三万元。”李正
兴说，“现在的农村市场对衣服质量和款
式要求比以往有了明显提高，今年我特意
进了一些质量较好、价位稍高的衣服，卖
得也很好。”

在一家卖对联、剪纸、灯笼和中国结
的摊位上，曹先生就买了 6 幅烫金字的对
联、4 个大红灯笼和两个中国结。“以前只

买对联，今年家里盖了新房子，就多买了
几样东西，图个喜庆吉祥，况且咱现在也
不缺钱了。”曹先生说。

三里畈镇镇长刘海表示，为给消费者
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节日市场环境，有
关部门强化了农贸市场监管，专门设立
集市服务台，及时受理消费投诉，并加
强对食用油、猪肉、酒类等节日热销商
品的检查，严禁“三无”、过期变质等商
品销售。

随着赶年集的人越来越多，集市越发
显得热闹。在因温泉而闻名的三里畈镇，
10 余家温泉洗浴中心在集市的另一头，同
样也是熙熙攘攘。由于天气颇为阴冷，舒
舒服服泡温泉成为不少当地群众的节日消
费热点。

在一家名为“六六顺”的洗浴中心，

记者看到，虽然泡温泉的价格已飙升至每
人 40 元，但人们仍旧热情不减，排起了长
队。一位顾客表示已在此等了将近 20 分
钟，但前面仍有两个人在排着队，“我大老
远赶过来就是为了泡温泉，泡个温泉好过
年呐。”他笑着说。

店老板表示，很多外出务工的人回来
了，带着全家过来泡温泉，因此这几天顾客
比平时多了很多，店里的洗浴设施都不够
用。这家洗浴中心有 16 个浴室，按每个浴
室一天接待 10 位客人的保守估计，这家店
一天营业收入就可达六七千元，在农村来说
还是挺可观的。

据刘海介绍，为有效开发利用丰富的
地热资源，带动乡亲们致富，当地政府与
武汉丰太集团联合打造丰太温泉旅游开发
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8 亿多元，建设温泉
养生基地、现代农业休闲观光园区等。“温
泉开发项目是罗田县推进大别山试验区建
设的五大示范工程之一，正式营业后有望
成为鄂东地区生态休闲养生中心。该项目
的落成，将会拉动当地洗浴、餐饮、住
宿、旅游等服务业发展，并带来上千个就
业岗位，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实惠。”
刘海表示。

买年货泡温泉 返乡农民“不差钱”
本报记者 何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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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初七早上8点，山西省翼城县南唐乡樊店
村的关玉香就和儿子乘车赶到县城。“再有一周村里又
有大集了，我们得提前采购些好点的配料。农历腊月廿
八的大集，我半天就卖了1000多元的面皮、米皮呢。”

樊店村位于曲沃、翼城和绛县三县交界地带，因
为方便的地理位置使这里的农村集市自发形成，已经
有几十年的历史。每逢农历正月初二、五、八、十的
日子，来自 3 县的大小商贩和乡亲们云集于此，集市
上各种商品，小到糖果洗衣粉，大到电视摩托车，一
应俱全。各种吆喝声、讨价声不绝于耳，常常将整条
街堵得水泄不通。尤其是到了春节，因为路程近，货
品全，价格低，樊店大集更是附近百姓置办年货的
首选。

关玉香今年 63 岁了，丈夫和儿子身体不好，全家
就靠她在集上卖小吃维持生计。“原来集市上有几家卖
面皮的，都没有关奶奶的货真价实，后来都撤摊了。”樊
店村村民小王说。

“四邻八村都是熟人，咱做生意要讲良心，重诚
信。我绝不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买我面皮的人都排
队呢。”关玉香笑着告诉记者，她的客户主要是年轻人，

“他们大都在外打工，口袋鼓了，回乡都比着买小汽车，
对吃的要求就更高了。而老年人还是旧观念，在大集
上专挑便宜货买，有时候免不了要吃点小亏。”

据记者了解，虽然今年大集年货的价格有点偏
高，但仍是一派购销两旺的场景，比如香蕉每斤 2 元
左右，比县城的农贸批发市场卖得还便宜，引得乡亲
们竞相购买。“春节期间蔬菜肉类价格都会涨价，这
是市场规律。今年最让人吃惊的是苹果价格大跌，一
斤只有一两块钱。”隆化镇北撖村一位姓张的果农告
诉记者，去年山东一带的经销商出口订单大减，苹果
价格全线回落，为了防止积压，很多商家选择在乡村
大集上薄利多销。

北撖村是临汾远近出名的苹果村，近年来新技术
推广成效显著，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初具规模，亩收入
均在 3 万元以上，红富士苹果因个大味甜，热销到河
南、河北等地。“我们村的苹果这几年质量提高了，
出现供不应求的好局面，但现在村里只有一个冷库，
存货量有限，如果能再建几个大一点的冷库，再努力
打造自己的品牌，走高端路线，北撖苹果就能卖上更
好的价钱。”北撖村党支部书记李红山说。

农历正月初五，在鲁西南地区被称为“五忙日”。这
一天，农民开始为新的一年忙碌起来。一大早，记者来
到山东省济宁邹城市香城镇，感受乡村大集的新气象。

“按照传统风俗，香城镇每五天就有一个集，今天
虽不逢集，但现在乡镇商业贸易越来越发达，镇上每天
都很热闹，天天都有集赶。”镇政府工作人员张祥臣告
诉记者。

在镇中心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赶集的农民你来
我往，年轻人个个衣着时尚，小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宽
宽的公路平整而又干净。“现在咱老百姓富裕了，买车
的可不在少数。拿俺们村来说，今年就新添了 10 多辆
汽车。过去赶集，乡亲们要骑自行车，现在屁股底下一
冒烟就到了。”张祥臣对记者说。

在镇北街，一栋崭新的楼前聚满了赶集的乡亲们，
楼前飘动的彩虹带格外绚烂，原来是镇上的一家超市
开业。张祥臣告诉记者，镇上之前已经有两家超市，这
家连锁超市是第三家。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让
人眼花缭乱，在食品专区，鱼、肉、蛋、蔬菜、水果一应俱
全；在衣服专区，各种款式的衣帽整齐地悬挂在衣架
上。这家超市，无论商品的品种，还是质量和价格，记
者感觉和城里超市并无差别。

记者注意到，相比前几年，香城镇集市上小摊位越
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品牌店和超市。一个
镇上有 3 个规模不小的超市，反映出邹城市乡镇消费
需求的不断旺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正在专卖店买东西的张大娘告诉记者，现在香城
人买东西讲究的是品牌，一般的地摊货已经没有吸引
力了。

当记者正沉浸在乡镇大集的热闹氛围中时，突然
不见了张祥臣的身影。“你在哪儿呢？”记者打电话问。

“我在镇西南边的广场上呢，这里正在举办招聘会，我
看看有没有合适表弟的工作。”

原来，济宁市 2013年“送岗位送技能进农村”工程
和邹城市“就业援助、情满邹城”活动启动仪式正在香
城镇举行，不少乡亲们都来这里找工作。“有合适的工
作吗？”在火爆的招聘会现场，记者终于看到了张祥臣
的身影。“有啊，过段时间俺表弟就有可能成为镇上食
品公司的工人了！”

农历正月初四上午 10 点多，记者坐上顺
39 路公交车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张镇赵各庄
赶集。

集市口的两侧有序停放着自行车、三轮
车、电动车、小轿车等。随着人流走进集市，
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有大红的中国结、各式各
样的自行车和电动车、各式各样的衣服，有花
生、瓜子、杏仁、枣、核桃、枸杞子等，还有韭
菜、豆角、黄瓜、西红柿、蒜薹、青椒、菜花、蒜
黄、大蒜等蔬菜，各种可爱的玩具⋯⋯

每个摊位前都挤着很多人，人们七嘴八
舌地讨价还价。这不，小曾看上了一位大叔
家的衣服。

“这件衣服多少钱？”
“60元。”老板还在整理衣服。
“能试下吗？”小曾不等老板说话就拉开

衣服比划起来。“行，喜欢就试试。”老板抬头
看见小曾都已经披在身上了，无奈地笑了笑。

“嗯，不错。老板，还有其他颜色吗？”
“有，这个还有黑色、红色、粉色、蓝色，您

看看。”老板用手指着旁边的货箱说。
“嘿，老板，便宜点？”小曾开始砍价了。
“这个是最低价了。”老板摊摊手。
“老板，便宜点吧。咱们一回生二回熟，

下次买衣服还来您家。我给您带新顾客来，
多几个回头客。”

“那就便宜点给您，一口价，47 元，我也
图个开门红！”

“好！”
集市上，像这样的砍价声不绝于耳。“现

在的集市方便多了，交通便利，东西又很全，
大家伙都喜欢赶集。”小曾叠好刚买的新衣
服，还要去其他地方瞧瞧。

连锁超市进乡镇
本报记者 郭存举

地点：山东济宁邹城市香城镇

优质苹果特价卖
本报记者 裴珍珍

地点：山西翼城县南唐乡樊店村

“图个开门红”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地点：
北京顺义区张镇赵各庄
地点：
北京顺义区张镇赵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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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3 日，河北南皮县于十拨村大集

上，赶集人满载而归。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农历正月初五，山东省邹城市香城镇，农

民购买气球，沉浸在浓浓的大集氛围中。

本报记者 郭存举摄

春 节 假 期 ，

北 京 大 兴 区 兴

丰街道举行“年

货进社区，门口

赶 大 集 ”活 动 ，

将 一 些 百 姓 需

要 的 年 货 商 品

带进社区，受到

市民的欢迎。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