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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过年方式变了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行：春运回家方式多了

每年冬天，特别是进入腊月，茶前饭
后，“过年回家吗？”“什么时候回家？”“怎
么回家？”这样的问候都会回响在人们的
耳边，直到春节到来那一天。

“今年春运，我早早就拿到返乡高铁
车票了。”谈及春运回家经历，常年在北
京务工的刘亚平告诉记者，她老家在湖
北咸宁，以前回去都要坐十几个小时大
巴车，现在高铁只要6小时就能直达家
门口，又舒服又方便。

近年来，全国春运旅客发送量逐年
上升，其中铁路发送旅客量更是保持着
连年持续增长态势。高铁的高速度、快
节奏，也使得铁路的运力运能每年都上
一个新台阶。记者了解到，今年春运动
车组发送旅客量占比将达60%以上，比

去年提高10个百分点。
面对人来人往的客流，高铁所展示

的“主角”风采是多方面的。忆往昔，夹
着铺盖卷彻夜排队买火车票的壮观景象
逐渐消失了，画面定格成为几代人的回
忆；看今朝，高速铁路网更密集了，车次
更多了，速度更快了，票更好买了，座位
也愈加舒适了，回家的路也更顺畅更从
容了。

随着共享经济发展，互联网拼车回
家也成为春运一大趋势。对于在天津读
大三的高林强来说，选择拼车回家可省
去不少“折腾”。“我老家在山东潍坊下面
一个县城的村里，每年过节回家，先坐长
途火车，到车站后再坐两个小时公交车
到县城，从县城再坐出租车或者摩托车
才能到家。”

事实上，这样“最后一公里”的现象
在春运中显得尤为突出。据网约车平台
滴滴披露的数据显示，2018年春运期间
预计使用顺风车的人数将达到3300万
人，预计数据已经达到前两年总和的
3倍。

游：带着家人出门过大年

随着春运大幕全面拉开，旅游市场

也迎来了新一轮出行高峰。国家旅游局
发布的《2018 年春节假日旅游指南》显
示，全国假日国内旅游市场将达3.85亿
人次，预计将实现旅游收入4760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12%和12.5%。中国旅行
社协会对外发布的《2018春节黄金周旅
游趋势报告》也显示，2018年春节期间，
在旅游消费持续升温的情况下，春节全
家出游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出国过
年，我决定趁着爸妈身体都好，以后每年
过年都带他们出门看看世界。”正在瑞士
苏黎世湖畔，陪伴爸妈散步的北京白领
孟怡说，往年春节都是回老家吃吃喝喝，
真是“每逢佳节胖3斤”，而且自己平时
工作忙，没时间陪父母，更别说带父母出
去旅游。“这次正好利用春节长假带他们
一起出国旅游，感受不一样的春节。”

尽管春节假期旅游线路价格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上涨，部分产品价格涨幅甚
至翻番，但这并未能阻挡消费者旅游过
年的热情。“有的游客甚至提前6个月就
预订了春节出游产品。”驴妈妈国内跟团
游负责人吴雪峰介绍说，2017年9月初
就有游客开始咨询预订2018年寒假游
学产品。特别是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地正值夏天，是寒假期间家
长带孩子出国游学的热门选择。

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往年
景点观光是出游第一动机，今年度假休
闲跃升为春节假日出游的第一动机。选
择度假、休闲排解工作压力的游客占到
有出游意愿居民的50.5%，选择观光、增
长见识的游客占48.9%，温泉游、养生游
等康养休闲游最受游客关注。

从出游方式看，自由行已经成为居
民春节出游最主要的方式，家庭自助游
的比例高达 52.7%。在交通工具上，选
择自驾车出游的比例达到 44.7%，高铁
游、火车游占18.8%。可以说，旅游已成
为公众欢度春节的重要方式。

吃：年货年夜饭“一键”解决

伴随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让广大食
客们不仅能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还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手机“一键”约定送
货上门。

在江苏南京上班的刘烨告诉记者，
他今年春节回江西老家的随身行李只有
一个双肩包。“给父母和家里长辈的年货
早在腊月二十就快递到家了，相比以前
大包小包的年货行李，现在回家过年真
的轻松很多。”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买买买”的方
式，吃年夜饭的形式也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今年的年夜饭，我们在家叫的美
团外卖。”家住长沙的刘敏告诉记者，年
前想在家附近的饭店预订年夜饭，发现
餐厅的包厢都被订完了，后来一打听，餐
厅在除夕当天可以提供外卖服务，可算
解了一大家子的燃眉之急。

随着“互联网+餐饮”的发展，如今
外卖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用餐方式的“第
三种常态”，而且春节期间用户依然有旺
盛的网络订餐需求。对此，美团外卖业
务负责人表示，为了保障春节期间外卖
订餐平台的正常运营，美团外卖在春节
前一个月就开始调研商户在春节期间的
营业情况，预估春节期间全国将有数十
万餐饮商家保持正常营业，包括海底捞、
望湘园、呷哺呷哺等全国连锁餐饮品牌，
消费者在节日期间依旧可以在喜爱的餐
厅订外卖。

创新年夜饭供应方式，由等客上门
就餐到提供年夜饭外卖，是餐饮企业服
务理念的变革。“这是从用户需求出发
产生的想法。”小厨娘淮扬菜公司副总
经理李红霞表示，之前有些顾客反映，
家里有老人行动不便，不能来店吃饭，
希望餐馆供应打包好的年夜饭，“我们
觉得这种建议可行，就开始尝试年夜饭
外卖”。

美团点评研究院发布的 《2017 中
国外卖发展研究报告》 曾指出，外卖
协助解决了诸多用户痛点，助力实现
美好生活，加班族、老人儿童用餐难
题都能通过外卖解决。从春节期间的
外卖平台运营准备来看，消费者度过
传统节日的方式也在互联网手段影响
下悄然改变，人们能够更便捷舒适地
度过新春佳节。

俗话说，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春节是中国

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传

统节日。每年春节，人

们不管在哪里，都会放

下手中事情，赶在除夕

前回到家中和亲人们一

起话家常、吃团圆饭。

不过，欢声笑语中，

也有不少读者表示，现

在的年味越来越淡、过

年没意思……真的是年

味淡了吗？其实不然。

传统过年的内容和形

式，与当时人们的生活

方式和生活习惯相适

应，但随着习惯的改变，

这一切自然也会变。

如今，随着时代发

展和科技发达，从回家

的方式，到网购年货、年

夜饭外卖，再到旅游过

年，其实很多潜移默化

的变化正在改变着我们

的过年方式。

年味浓淡记录着时代变迁
魏永刚

“年味”是这些年人们常常提起的
词汇。年味浓淡也成为人们春节前后的

“热门话题”。很多人感到年味淡了，而
且越来越淡。什么是浓浓的年味？年味
是如何越来越淡的？仔细想想，人们对
年味的感受，其实折射出的是时代
变迁。

人们怀念什么样的年味呢？有人
常常回忆起那份对穿新衣服、吃好饭
的期待。我也品味过那样的年味，到
了大年三十下午，家里人才肯拿出准
备好的新衣服给我们穿；过年的 5 天
里，大家才能天天吃上饺子和馒头。
在春节的日子里，到处响起鞭炮声，
有时还是震耳的声响。这样的“年
味”时常成为回忆。但是，回忆其实

“过滤”了生活的艰辛。人们把吃穿这
样简单的生活愿望都凝结在节日的期
盼中，所以那时的春节显得那样令人

期待，那样让人满足。
时代的脚步已经走出很远。我们

不知不觉告别了物质生活的贫乏。过
年才能吃上的饭食出现在日常生活
中，“缝缝补补”的衣服不再穿在人们
身上。这个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对
过年的期盼没有过去那么急切了。那
种在期盼中才感受得到的“年味”淡
了。感觉上的这种疏离，让很多人回
味起过去。在回忆中，留着那份期盼
的甜美，却忘记了生活的艰难。屈指
数数，与年味平淡相对应，如今我们
的生活变得多么丰富。

当然，年味浓淡也蕴含着文化意
义。中国人的春节从来就充满浓郁的文
化色彩。贴对联、吃饺子、守岁、放爆
竹甚至磕头拜年都有着文化内涵。这些
传统年俗带着我们祖先千百年来的农耕
文明印记，温暖着我们的心灵，滋养着

我们的精神。这种滋养在春节这样的节
日里，是一次集中绽放。这些年，人们
渐渐发现，文化“年味”也在变淡。住
进单元楼房里的人们甚至不愿意贴对
联，即使贴上了，内容也是千篇一律；
吃饺子已经没有了过去的味道；外出旅
游成为春节很多人的选择，还有谁肯

“守岁”；禁放烟花爆竹逐渐“蔓延”到
山区的小县城。这样的春节，是不是越
来越没有了“年味”？

品味这种变化，探寻变化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依然是生活变迁。传统的春
节习俗是从农耕文明中形成和延续下来
的。可以说，每一项习俗都是农耕生活
的写照。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经
历了一次巨大转型，“工业”和“城
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来到我们
祖辈生活的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顺应工
业文明和城市生活，很多事物都不得不

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从文化意义上说，
在春节这样的节日中就是一次“集体汇
演”，其结果便是让人们感到传统的

“年味”淡了。
年味淡了，提出的是一个社会文

化建设的大问题。大多数人的生产和
生活是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基础。文化
是人们的精神滋养和心灵家园。当整
个社会都在转型，人们的生活方式已
经发生了改变的时候，精神上我们却
依然在回味过去那种“浓郁的年味”。
让春节年味浓起来，是一种心灵的集
体愿望。年味浓起来，绝不是要回到
对吃饭穿衣这样一些物质需求的期盼
中，而是要适应今天社会生活，培育
新的节日文化，让人们在节日中感受
到精神愉悦。社会文化建设正在成为
人民的期盼，这对于我们这一代来
说，任重而道远。

“素节”成为过年新时尚
单立文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今，置办年货呈多元
化特征，过“素节”成为时尚。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三方面。

一为素餐。现在老百姓生活条件好了，吃喝不愁，营养
不缺，对饮食的讲究已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很多人过年
的饮食已被绿色环保的素餐、素食取代。年货也崇尚重质
轻量的标准。以农家五谷杂粮为主题的特色产品，开始成
为年货的主角；以品尝农家菜，体验农家乐，回味农家生活
则成为过年新常态。

二为富文。很多人平时工作忙，抽不出时间读书学
习。如今他们趁着过节放假，可以有时间学习一些技能。
到了春节，文化类年货成为新宠，购置向往已久的书籍和心
仪的高科技产品，过年宅在家里“享受”一下，获益匪浅。

三为多行。如今很多人利用春节，外出体验各地年俗，
在旅游中增长人生阅历。人们早早就计划好过年去哪里旅
行的日程，并订好车票，去体味“在行走中过年，在过年中行
走”的感觉。（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高密市支行）

为啥过年方式越来越新
秦风明

过年，是中国人最割舍不掉的一种情结，“有钱没钱，回
家过年”是普通老百姓对于过年的认识。随着社会生活变
化，人们给过年赋予了新含义、新方式。春节期间，运动健
身过年、自驾游过年等新颖的过年方式正受到人们青睐。

为啥过年方式越来越新？笔者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过年方式也在逐渐改变着。首先是做年夜饭的
方式有所改变。繁重的家务抑制了人们在家吃年夜饭的想
法，在家做年夜饭就不是唯一的选择了，因而预订年夜饭的
占比逐年升高。其次，人们对春晚的要求越来越高，反映了
人们对高水平文化生活的追求。此外，旅游消费等精神享
受也逐渐为人们追捧，外出旅游等活动逐年盛行。经济发
展和文化繁荣都为春节活动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山西省壶关县树掌中心校）

置办年货有了新风俗
肖子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购买鲜花盆景已成为春节的
“时尚年货”。近日，笔者来到某花卉市场，看到不少市民正
在选购能烘托浓厚节日气氛的各种鲜花盆景。买盆鲜花摆
在家里或送亲戚朋友，图个喜庆吉祥。不同的鲜花，寓意不
同。譬如，蝴蝶兰意为“我爱你、幸福向你飞来”，凤梨花象
征“鸿运当头”，杜鹃花象征“日子红红火火”，根榕盆景寓指
情意绵绵。一位买花大姐对笔者说：“往年过春节，总喜欢
买些明星挂历、财神之类的年画贴墙上。今年，家里新盖了
楼房，房间四壁都贴上了瓷砖。我一口气选了两大盆幸福
树，还有富贵竹、发财树、一品红、杜鹃花以及五盆绿萝。在
家里放几盆花，可以点缀气氛，显得高雅有品位，又能养生，
看着舒心喜气，比其他装饰品实惠得多！”

花店老板介绍，大花蕙兰、仙客来、蝴蝶兰、杜鹃等都是
今年春节畅销花卉，诸如凤尾竹、发财树等多种绿植还能发
挥净化空气、释放氧气的作用，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和环
保的今天，绿植成了鲜花盆景年货的“新宠”。

“送礼送绿色、祝福买鲜花”。家里摆上鲜花，不仅吉祥
喜庆，而且可以装点居室，还可以清新空气，何乐而不
为？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安县人社局）

回农村过年是主流
田忠华

如今，很多人纠结在哪里过年。从农村看，回家过年还
是主流。腊月二十不到，在回农村的路上，外地牌照车明显
增多，道路已显拥挤，这种现象会一直持续到正月初十。这
说明，在外务工者并未更改回农村老家过年的习俗。

在新疆发展10多年的老刘及同村10多户在外发展的
务工者，有了房子和车子，也有了自己的事业。数十年如一
日，回家过年的习惯从未改变。他们的理念是，家有父母，
有自己的根，舍不了，无论到哪，回家过年才有年味。

随着社会发展，在哪里过年取决于实际情况。无论采
取哪种方式，都是为了全家团圆的目的。农民回家过年还
是主流，一方面能够在父母、祖父母面前表达情怀，满足老
人愿望；另一方面，人难免有思乡之情，利用节日回到家乡，
看看曾经挥锹干活的农田，曾经打过粮的场院，上过学的教
室……处处让人留恋。无论走到哪儿，根不能忘。

（作者单位：山东省巨野农商行）

年货变化折射消费观念
王广庆

春节置办年货，是过年的传统方式。如今，人们在置办
年货的方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互联网+”的到来，
人们置办年货不像过去那样费劲，只要轻轻一按键盘，就能
实现在家门口收取年货。年货品种也逐渐趋于国际化，诸
如泰国龙眼，澳大利亚牛排等，显示着年货与往年的不同。

不仅如此，旅游已经成为新的年货形式。近年来，一些
旅行社纷纷推出过年套餐，游客也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定制
私人旅行，既有国内旅行，也有国外旅行，这样的“年货”很
受欢迎。

以上年货消费方式的转变，反映出百姓生活水平的提
高，也反映了消费理念的更新。笔者建议，在百姓置办年货
中，政府要引导正确的消费观，让百姓更加理性消费，注重
精神生活需求。同时，对商家而言，在把好商品质量关上多
下功夫，推出更具精品化的产品和服务，让人们都过上祥和
美满的新年。 （作者单位：江苏省沛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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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万达广场的年货大街，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光
顾。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右图 近日，两名乘客正准备搭乘复兴号从北京返乡。
本报记者 陈果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