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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越来越近，年味儿越来越浓，“回家过年”是中国人最深的乡情。过年的气
氛在各地洋溢，逛新年大集、感受非遗技艺、体验古城魅力……返乡的行囊中不仅
有年货、有思念，还有一双重新认识故乡的眼睛。春节前夕，本报记者返回家乡，走
进城市乡村、基层大地，在热闹的新春氛围中记录家乡的浓浓烟火气，与读者共同
感受新时代脉搏，洞察家乡年味背后的奋进力量。

人间烟火处 家乡年味浓

光影流转间，
千年古城“潮”起来

“盘头大姨”美出新高度、抖擞过大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新年新气象，在天津，过年盘头是一种传统，更是
一种时尚。高高盘起的发型，显得女士们喜气洋洋。

天津“盘头大姨”在2023年下半年“火出圈”，
盘头成为天津的“新名片”，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打
卡”。尤其是新春临近，天津美发店的生意十分火
爆。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走进天津理发
店，看“天津大姨”如何热热闹闹盘头迎新春。

马上要回老家过年了，在天津务工的周雅青特
意来找大姨盘头，想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回家见父
母。

推开门，店内面积不大，有三套做发型的老式桌
椅，镜子上方贴有一排发型图，对面墙上贴有喜庆的

“福”字。店主刘姨正给从深圳赶过来的路云烫卷
发。路云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在天津玩了三四天，离开
前找大姨烫个“只有这种老店才烫得出来的卷发”。

周雅青坐下没一会儿，门又被推开了。从杭州
过来的张小琳和张晨，在北京和天津玩了一圈后，
专门来找天津大姨盘头回家过年。

听说两人第二天要坐火车回杭州，刘姨便用地
道的天津话笑着说：“刚有一位南京来的游客盘了
个两米高的头发。”

不一会，周雅青和张小琳选好了自己想做的发
型，“盘头大姨”一边给她们盘头一边和几人聊天，
大家没一会儿便熟悉起来。

刘姨说，自己这家店从1991年开业，已经开了
30多年，每天从早上八点营业到晚上八点。临近
春节，来盘头发的人更多，加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店里的客人更是“不断溜儿”（连续不断）。

“天津的大姨都爱美，还美出‘高度’。”刘姨介
绍，盘发价格为50~80元，头饰单算，“算下来大多
不到200元”。一般而言，头发盘好后可以维持一
个星期，“睡觉起来也不会乱”。因此，有爱盘头的
天津本地大姨，会一周盘一次头发。

天津“盘头大姨”火出圈后，有年轻姑娘也想尝
试。刘姨记得，有一次，因为有人过生日，5个来自天
津大学的女生一起到店里盘头。“后来来店里盘头的
年轻姑娘越来越多”，风格也越来越多样。“冰棍头”

“香蕉头”“凤凰头”“孔雀开屏头”……只要能想到的
发型，就没有大姨做不出来的。

说说笑笑间，有老主顾陆续来到店里。附近小
区的居民肖雨下班时来过一次，发现店里人满了，
便先回家吃了饭。肖雨说，在自己小时候，临近春
节，家里的老人也会买来发饰，给家里的孩子盘
头。所以对不少天津人而言，“盘头是童年回忆”。

头发盘好后，大姨开始上发饰。五颜六色的穗
子、扑扇着翅膀的蝴蝶、闪闪发亮的小夜灯……大
姨似乎有个百宝箱，不停从几个纸箱里拿出不同的
发饰，让人眼花缭乱。

“我觉得你们一来，我就要放飞自我。”天津大
姨独有的幽默和乐观，加上几个姑娘也很开朗，店

里的气氛一时很是热闹，笑声不断。
“没有距离，不管认不认识，主打就是开心、快

乐，这就是我们天津大姨的精髓。”刘姨颇为自豪地
说。

一吹，一拉，一卷，用发卡和发胶固定着，再上
各种发饰，撒点金粉，四五十分钟后，一个漂漂亮亮
的发型就盘好了。

“哇，你真好看，像是要去结婚的新娘子。”
“你也好漂亮，我下次要做你这样的。”
张小琳和周雅青互相赞美着对方，并不约而同

地提议一起拍合照。于是比心、捂脸、背靠背……
两人来了个三连拍。

“感觉盘完头发后，走路姿势都不一样了，会下
意识抬头挺胸。”周雅青和大姨分享着自己盘头后
的感受。

“因为盘上头发，人立马就精神了。再穿上漂
亮衣服，精气神就不一样了。”刘姨解释道，“有句话
说，人就活那么个精气神，甭管有钱没钱，就是这么
利利索索，这也是一些天津大姨喜欢盘头的原因。”

得知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张小琳今年是本命年，
刘姨又拿出一个红色的小龙人别在她头上，增加年
味儿。“今年是龙年，我们专门准备了小吉祥物，再
撒点金粉在龙身上，就跟龙鳞一样，不仅漂亮还有
好的寓意，也提前祝大家过年好。”刘姨笑着说。

天津人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哏都精神”在大
姨的笑声中尽现。 （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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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孔一涵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这些天，辽宁沈阳各处挂起了红红火火
的灯笼与福字挂饰，街头摊贩的商品中也多了各式春联与窗花，冬日的
年味儿在一片喜庆和热闹中扑面而来。

而要说哪里的年味儿最浓、最纯正，还得是过年前的集市。备年货、
品美食，沈阳的一众集市历史悠久，承载着几代人的童年记忆，也是东北
民俗传统最生动的记录。

在沈阳，每到岁末年初，人们都会踏上“赶集市”的道路，在摊贩此起
彼伏的叫卖声中，感受热腾腾的烟火气。这份烟火气中，升腾的是过去
一年的收获和喜悦，也是对新的一年幸福生活的憧憬与期待。

冬季的沈阳，气温低至零下二十摄氏度。顶着清晨的凛凛寒风，“东
北第一早市”沈阳小河沿早市已是人声鼎沸，气氛热烈。

“东北第一早市名不虚传，真是不枉我起这么早！”早市街口崭新的
正红色牌楼下，来自山西的游客赵女士拍照留念。

沈阳小河沿早市已有近200年历史，拥有480余个摊位，这里聚集
了多种当地小吃，价格实惠货品丰富，是最早一批“爆火全网”的东北早
市，也是沈阳这座城市的“新景点”。近日发布的《2024春节旅游市场预
测报告》显示，龙年春节假期，沈阳旅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818%，沈阳
成为国内诸多游客欢度龙年春节的重要目的地城市之一。小河沿早市
负责人表示，现在这里70%至80%都是外地游客。

糯米皮豆沙馅的油炸糕，带着滚烫的温度递到顾客手上；鸡蛋被干
脆利落地磕开，在铁板上烤得滋滋作响；各式海鲜鱼虾，带着冰霜躺在摊
位上任人挑选……小河沿早市以“东北式”的热情吸引着游客们驻足。

“这个集市在网上很火，我们跟着‘指南’吃了油炸糕和鸡蛋堡，尝了
干炸里脊和巧克力口味的油条，还买到了有名的东北特产冻梨、丹东草
莓。”赵女士和同伴刚刚抵达沈阳，放下行李便直奔小河沿早市，“真是不
虚此行，我感觉在一个早上就体验到了浓缩几十倍的‘东北风情’，虽然
天气很冷，但我的胃和心都是暖暖的！”

“欢迎南方小公主品尝！”干果摊位前，40多岁的摊主王先生热情地
吆喝着，身后是在滚烫的机器中不断翻炒着的瓜子与栗子。“今年外地游
客格外多，我的生意也比往年好得多。这种时候我们摊主更要珍惜集市
的口碑，提供好的服务。游客顺心，我们也开心。”

为了方便游客放置行李，小河沿早市设置了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9
点半开放的“免费行李寄存点”；为了保证货品计量公平，早市在市场两
端的出入口正中都放置有公平秤，提供免费的称重计量服务……对于身
处他乡的游客来说，新春的那一份“热乎气儿”正是从周到的服务中传递
出来的。

如果说，小河沿早市是外地游客欢度春节的“旅游胜地”，那么大集
就是本地人采买年货的“购物天堂”。平日里，每逢公历日期尾数3、6、9，
沈阳造化大集开集。而临近年根，为了满足市民置办年货的需要，1月
28日开幕的“农说于洪味道2024·于洪区造化大集年货节”将持续到年
三十，天天开集。

“新鲜的苹果嘎嘎甜！”“刚捞的鱼绝对新鲜，10元一斤！”大集上，摊
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与顾客的还价声、孩子的欢笑声一同奏响了一首
独特的“新春交响曲”。

“临近春节，从市民到周边村民都喜欢来大集逛逛，这里年货种类齐
全、便宜量大，还有一股热闹气儿。”郑大姐的摊位上，一箱箱冷冻食品露
天堆放着。郑大姐是一名“职业赶集人”，对集市摆摊有自己的一本“生
意经”，“春节赶集的人很多，这里的摊位费还便宜，就算卖价低了，我们
也有的赚。”

虽是工作日，来逛大集的人却一点不少。家住市区的刘丽华一家特
地开车过来置办年货，不仅列好了购物清单，还准备了一辆手拉车。“没
想到天气这么冷，这里人还这么多。为了防止孩子走丢，手拉车在装买
到的年货之前，先装了自家的孩子。”刘丽华笑着说，在买年货之余，她也
想带孩子感受一下年味，见识一下东北乡土文化，“这个集市上有卖各种
家禽，各种自家种的农作物，还有人在现场将水稻磨成白米，可以说是现
实的‘乡村百科全书’了。”谈起大集帮孩子长的见识，刘丽华赞不绝口。

“这是我们自家的农产品，别看卖相不好，但绝对绿色健康，味道更
是没的说。”来大集摆摊的还有不少是附近的村民，他们平时种地，闲暇
时来大集上售卖自家的蔬菜肉禽等农副产品。“生产端”与“销售端”面对
面，既帮助了村民就业增收，也让顾客们买到了质优价廉的农产品。“提
前祝你们新年快乐！”诚挚的笑容和新鲜的农产品一起送到了顾客手中。

下午两点，集市客流高峰已渐渐过去，走出集市的人们春风满面，手
中提着大包小裹的年货，而随着年货一起带回家的，还有一份乡土温情
和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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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盛宴”欢腾迎新春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黄威

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大街小巷年
味渐浓。近日，伴随着热闹的锣鼓声和
舞龙舞狮表演，甘肃省“非遗过大年 文
化进万家”主会场在记者的家乡天水市
启动。“非遗过大年·年货大集”和“陇原
儿女心向党·龙腾鼓舞贺新春”四季村
晚优秀精品节日展演等活动同步开
展。

高亢悠扬的张家川“花儿”、激情飞
扬的陇原民间舞蹈秦州夹板舞、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的武山武术、一人分饰两角
的清水木人摔跤……一个个非遗代表
性项目轮番展演，热闹非凡。非遗传承
人们纷纷走上舞台，用精彩的表演展示
非遗魅力，让即将到来的新春年味儿更
浓。

“欢迎大家在春节期间来甘肃旅游
做客，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甘肃人民
的热情。”天水市文旅局副局长李星杰
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天水市打
造了涵盖非遗演艺、非遗文创、非遗美
食的非遗集市，特邀全省14个市州具
有代表性的省级非遗工坊和天水市部
分非遗工坊传承人进行现场展示展销，
让市民和游客零距离、面对面接触非
遗、了解非遗。

走进非遗集市，兰州剪纸、平凉彩
灯制作技艺、张掖民间刺绣、武山夜光
杯雕、甘谷麻鞋等非遗产品，组成一道
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吸引着一批又一
批的市民和游客。记忆里那些浓浓的
年味儿，在非遗技艺中变得鲜活起来。

集市展位前，武山刺绣县级非遗传
承人王云霞正在向顾客介绍自己的刺
绣作品，色彩鲜艳的刺绣桌屏摆件、惟
妙惟肖的刺绣挂件吸引了不少游客。

王云霞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喜欢
刺绣，她的奶奶、外婆和母亲都是武山
传统刺绣的承袭人。虽然大学毕业后
她选择了去银行工作，随后又开店创
业，但对刺绣的那份挚爱却始终没有改
变。一个偶然的机会，唤醒了她对刺绣
特有的灵感，于是便重新拾起彩线和绣
针，迈出了刺绣艺术生活的第一步。

近些年，依托市级非遗文化保护建
设、非遗刺绣扶贫工坊、陇原绣娘重点
人才等项目，王云霞成立了甘肃云霞陇

绣艺术有限公司，已累计培养绣娘1500
多名，带动45名妇女实现了稳定就业，
激发了当地群众依靠巧手技艺增收致富
的信心和决心。

“我想通过咱们西北的陇绣，把当地
的特色文化推广、宣传出去，另外也是想
借着这些非遗文创作品，给市民朋友们
送上一份祝福，希望大家能过一个喜庆
年、文化年。”王云霞说。

“我学的是电子商务专业，上学时
就注意到网上在卖传统手工麻鞋，发现
前景不错，毕业后就创办了公司，专门
制作、销售麻鞋。”甘肃雅路人麻编工艺
制品发展有限公司牛君俊告诉记者，甘
谷麻鞋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
一直有手工制作麻鞋的传统。他今天
就是带着自己生产的甘谷麻鞋来参加
非遗集市。

2011年大学毕业后，牛君俊和妻
子郭娟回到天水市甘谷县的老家开启
了创业之路，在经过一番考察之后，他
决定利用家乡的非遗技艺和资源优势，
带领当地及周边的妇女制作和销售麻
鞋，用一双双精美的甘谷麻鞋，走出幸
福路。截至目前，牛君俊带领自己的团
队已在全省培训了8000多名妇女，建
立了18个乡村就业工厂，带动2300多
名妇女就近就地就业。

随着越来越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关
注和热爱，文创产品成了今年年货市场
上的“流量明星”。牛君俊的公司也开
始从直播带货向文创转型，将甘谷麻鞋
做成了文创产品。

“我们把丝路文化特色和本地旅游
特色元素加入产品中，包括鞋面刺绣麦
积山图样、大像山图样等，这些文化元
素的融入，为麻鞋赋予了更多内涵。”牛
君俊说，“能帮助到更多家乡的人，我觉
得是最幸福的事。”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甘肃省不断加
大非遗项目保护传承与传播普及力度，
连续多年举办“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
家”“视频直播家乡年”等春节主题非遗
宣传展示展演活动，不仅显著提升了春
节期间非遗文化的可见度、美誉度和影
响力，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文化氛
围，也有力推动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让
非遗产业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力量。

临近春节，沈阳造化大集年味儿浓。 孔一涵/摄

非遗集市上，游客正在挑选各类手工艺品。 孙镇/摄

顾客对着刚盘好的头发自拍。 黄婷/摄

邢台市襄都区在清风楼举行“光影古城秀”。 刘世康/摄

“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活动现场的舞狮表演。 何佳睿/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世康

华灯初上，晚霞满天。随着一个个
孔明灯升上天空，清风楼古朴厚重的城
墙在五颜六色的灯光下变得缤纷起来，
层层叠叠的山峦从墙上一闪而逝，眨眼
间又变成了一座古香古色的塔楼出现
在眼前……在围观群众一声声惊叹中，
一场光影交错、美轮美奂的“光影古城
秀”拉开序幕。邢台，这座有着3500年
历史的古城用光影诉说着自己厚重又
充满希望的时光。

“去年清风楼第一次举办光影秀的
时候我就来了，当响起那句‘春树万家
漳水上，白云千载太行来’的吟诵时，我
特别为我的家乡感到骄傲！”住在附近
的居民姚丽梅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说。

清风楼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是当地
的地标之一，据记载，这座楼建自唐、
宋，后历代重修，现为明代建筑风格。
清风楼是中国北方现存最为完整的古
楼之一，楼内的王维四季图石刻更是不
多见的文化瑰宝。

老街与新城辉映，文化与旅游融
合……春节前夕，漫步于清风楼周边，
只见街道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古色

古香的门楼正对着仿古一条街，犹如
古朴的时光隧道，让人感受“不一样的
烟火气”。

为了让这个春节更有年味儿，更加
热闹喜庆，邢台市襄都区围绕清风楼开
展了“古城景区春节市集年货展”“光影
古城秀”“古寺钟声鸣”“文艺路演汇”等
一系列龙年新春活动。

新春活动将邢台市3500年历史和
文化内涵融入其中，游客能够在这里遨
游古今，品味民俗，置身其中，仿佛是
沉浸式“古城一日游”，可以获得极强
的文化体验感。

同时，新春活动也起到了聚合效
应，有越来越多的民间文艺爱好者来
到清风楼展示才艺，扭秧歌、拉二胡、
唱快板，除了这些传统艺术外，户外直
播、COSPLAY、古装拍摄等也逐渐多
了起来。“年不但越过越热闹，而且还
越过越‘潮’了。”姚丽梅笑着说。

“春节期间举办和开展群众文化
活动，一直是襄都区多年来的传统。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进行了有效
创新，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新颖，
群众参与度更高，欢迎各地游客来我
们这里体验不一样的年味儿。”襄都区
有关部门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