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
点

2 0 2 4

年2

月9

日

星
期
五

责
任
编
辑

李
小
贤

责
任
校
对

石
会
娟

技
术
编
辑

乔
文
英

新
闻
热
线
：31 5 5 6 7 0

4

快递式年货、拼装式春联、“躺平式”打扫……他们的过年方式既保留了传统
习俗的特点，又加入了新鲜的元素——

年轻人的“新”年
本报记者 张丹 祁晓娟 摄影报道

年味究竟变没变？
“没变！”在 90 后市民李雪

峰的眼里，年味还在。像他一样
的年轻人还热衷于贴春联、扫房
子、置办年货等，只不过是换了
一种方式而已。

我们一起走近沧州几位 90
后年轻人，感受一下他们过年的
新方式。

快递式年货

2月 1日，家住市区天成郡
府小区的张丽荣接到了几个快
递电话。

60 岁的张丽荣不太会网
购，一开始，她还以为快递员是
骗子。

在快递员的多次解释下，她
才知道，原来是有人给她寄了快
递。

在楼下拿快递时，张丽荣发
现，寄快递的原来是她的小儿
子。

张丽荣的小儿子今年 26
岁，去年刚刚研究生毕业在武汉
工作。

前几天，张丽荣和小儿子视
频时，小儿子说，农历腊月二十
九他才能到家。

张丽荣这些天一直在家忙
着准备食材，打算过年的时候给
两个儿子做些他们喜欢吃的饭
菜。

“我真没想到，小儿子会通
过快递的方式给家里买年货。”
张丽荣说，收到小儿子买的这些
年货，她是既高兴又感慨。

高兴的是，小儿子工作了，
知道给家里办年货了。感慨的
是，现在条件好了，年轻人过年
的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了。

“儿子跟我说，因为他回家
的时候需要坐高铁，拎着大包小
包会很不方便。他先把年货快递
回来，等回家的时候就轻松多
了。”张丽荣说。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赶上了
好日子。”张丽荣说，当年他们坐
公共汽车回老家过年，都是拎着
大包小包，很不方便。

“车上挤，人没地儿坐，有的
年货还被挤坏了。”张丽荣说，现
在年轻人给家里置办年货的方
式，既新颖又省劲。

不仅张丽荣的小儿子这样
办年货，34 岁的张丽也早早在
网上买好了年货。

“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再
去超市办年货的话，会很累。”张
丽说，为了省劲，她一进腊月就
开始在网上置办年货。

“躺在床上，刷着手机就能
把年货置办了，这样什么事都
不耽误。”张丽说，一些保质期
长的年货，她就提前买了。

“不仅仅是吃的喝的这些
年 货 ，就 连 孩 子 和 我 们 的 衣
服，我也是在网上买的，包括
给 外 地 亲 戚 的 年 货 。”张 丽
说，这样不用去逛街，不用去
搬 搬 运 运 ，快 递 就 直 接 送 上
门了，“退换货的话，快递员
还 能 直 接 上 门 取 件 ，我 现 在
觉得快递式年货实在是太方
便了。”

拼装式春联

家住市区的尤莉莉这几天
看着家里的春联，心里特别有成
就感。

不仅仅是尤莉莉，就连尤
莉莉 7岁的儿子，也在盼着将亲
手拼装起来的春联贴到门口。

前几年，尤莉莉家的春联，
都是由她或者婆婆在春联摊
上买，等到过年的时候贴到门
口。

“每年都在春联摊上买，买
来买去，就那几个样子的春联。”
尤莉莉说，她的儿子对买来的春
联没有太大的兴趣。

“贴春联对中国人来说，是
一个很重要的过年仪式，所以我
想买一些漂亮的春联，让孩子也
能参与到春联制作中来。”尤莉
莉说。

1月底的一天，尤莉莉在网
上看到一款春联，商家介绍：“可
以跟家人一起体验动手做春联
的快乐”。

尤莉莉看了一下春联的样
子，很动心，再看到价格和春联
摊上的价格相差无几，她当即下
了单。

春联送到的时候，尤莉莉满
心期待。

打开包装后，她发现，包装
袋里是各种各样的小部件、小铁
环、镂空植绒以及小流苏。

“刚拆开包装那一刻，我有
点儿傻眼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
办。”尤莉莉说，但当看到栩栩如
生的龙头、龙身时，她又充满了
兴趣。

“不光是我，我儿子也有点
迫不及待的感觉。”尤莉莉说，儿
子拿起说明书来，似懂非懂地看
着，然后拿出春联的各个部分不

断地摆弄，想看看春联是怎么拼
成的。

母子二人经过一个小时的
努力，把春联拼好了。“红红的一
层植绒上，两条立体龙活灵活
现。”尤莉莉说，她和儿子都对这
样的春联爱不释手，“就连我婆
婆看到后，也说，这自己做的春
联确实漂亮。”

33岁的张永红这两天也正
忙着春联的事。

张永红是一名老师，喜欢写
毛笔字，6 岁的女儿在她熏陶
下，从去年开始，也学习起了毛
笔字。

临近过年，张永红从网上买
了一大卷红纸，“今年我们自己
裁纸，自己写春联。”

张永红说，她负责写中间的
大福字和横批，女儿负责写上联
和下联。

写的过程中，两个人都非常
认真，“眼看着春联在我们笔下
写出来，女儿很有成就感，跟我
说以后要学更多的字体，写更多
的春联。”张永红说。

为了让春联更漂亮，女儿
想要做两个龙头分别放在上
联和下联的顶部，“我们又找
出孩子在幼儿园做手工用的
材料，做了两个比较卡通的龙
头。”张永红说，自己做的春联
感觉更有意义，也希望亲手做
的春联能给家里带来一些新
气象。

“躺平式”打扫

“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
豆腐……”年终岁尾，不少家庭
把大扫除提上日程。

可家住运河区文承苑小区
的 90后小两口王硕和徐晓慧并
没有着急收拾屋子。

其实，过了农历腊月二十以
后，小两口的爸爸妈妈就催着两
人大扫除，但两人一点儿也不着
急。

1月底，王硕在网上买了一
台擦窗机器人。2月2日，他就把
擦窗机器人搬回了家。

“能擦干净吗？”王硕的父母
对这个新鲜事物抱有怀疑。

“放心吧，家中擦窗户的活
儿我包了。”王硕说。

研究明白了说明书后，王硕
开始安装抹布、倒入清水、连接
电源、绑定安全绳……擦窗机器
人正式“上岗”。

家人们全都站在窗户前，
“欣赏”着擦窗机器人擦玻璃。

“真是太方便了。”“今年，
这个‘机器人’可是解放了大家
的双手。”“别说，擦得还挺干
净。”家人们纷纷“表扬”起擦窗
机器人，更表扬起王硕。

王硕说，擦完了他们家的
窗户，还要把擦窗机器人拿到
爸妈家、岳父母家，让他们也
享受一下“躺平式”打扫的快
乐。

在王硕的记忆中，每到年终
岁尾收拾屋子的时候,要全家总
动员：扫房子、洗窗帘、洗床单被
罩、擦玻璃……

“那几天，大家干得热火朝
天。不过，最累的还是我的妈
妈。”王硕说，每年做完大扫除
后，妈妈累得腰酸腿疼，躺在床
上起不来。

2023 年，王硕买了一台扫
地机器人。他享受到扫地机器人
带来的便利。“我和爱人再也不
用因为谁扫地、谁擦地的问题吵
架了。”王硕说。

今年，他还计划着把扫地机
器人作为“年礼”送给双方父母。

如今，王硕家中不仅有了扫
地机器人、擦窗机器人，还有智
能料理机、洗碗机等“躺平神器”

来搞定家务。
“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

实在不想还要天天打扫卫生。今
年，我就想让自己和家人解放双
手，过个舒舒服服的年。”王硕
说。

不仅王硕有这个想法，很多
年轻人也越来越青睐购买智能
清洁电器。

记者在我市一些大型商场
超市走访之后发现，进入腊月
后，清洁类的家用电器开始热
销。扫地机器人、擦窗机器人、洗
碗机等产品的成交额大幅增长。

“来咨询购买这些清洁类家
用电器的人大多以年轻人为
主。”商场的一位售货员说。看
来，不少年轻人在年前大扫除时
有了“得力帮手”。

合理安排年夜饭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
在除夕晚上，大家都会准备丰
盛的菜肴。市民徐海明家也不
例外。

徐海明是一名研二的学生。
去年除夕的时候，徐海明的爸爸
妈妈准备了 10道菜：黄焖鸡、炸
藕盒、烧鸡、红烧鲽鱼、素什锦、
豆角炒肉、水煮肉片、酱牛肉、油
焖大虾、香辣蟹。

除了这 10 道菜，家人还包
了饺子。

可他家除夕晚上就 6 口人
吃饭。“一大桌子菜，全家人使劲
儿吃也没吃下多少。”徐海明笑
着说，他想起了随后几天，天天
吃剩菜的日子。“吃到了农历正
月初三，这些菜也没完全吃完。
剩下的菜只好倒掉了。”

今年，徐海明不想再过去年
那样连续吃剩菜的日子。不仅他
不想，徐海明的爸爸妈妈、姐姐
姐夫甚至小外甥也不愿意再吃
剩菜了。

除夕前几天，他就开始了制
订年夜饭不浪费计划。

对于这个计划，全家人表示
同意。

徐海明询问家人们对菜品
的喜好。

根据家人的喜好，徐海明提
前制订了年夜饭的菜单，一共 6
个菜。“我计划着每个菜的菜量
不要太大。”

“如今的生活越来越好，过
年不再只想着吃大鱼大肉了。年
夜饭吃的是喜庆，吃的是团圆。”
徐海明的妈妈也特别赞同他的
做法。

“通过合理安排，春节期间
我家将告别吃剩菜的日子。”
徐 海 明 说 ，吃 得 舒 心 还 不 浪
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准
备年夜饭时，不少年轻人开始根
据家庭成员的数量和口味偏好
来合理规划菜品。

市民黄敏也是一名 90 后，
在家过完除夕，他们全家人就会
外出旅游。她在采购食材的时
候，更是“量吃而买”。“吃年夜饭
我家更注重家人团聚在一起的
氛围，至于饭菜，只要够吃就
行。”

拼装春联拼装春联 将年货寄回家将年货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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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楼

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方
米，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电话：13832738807 中介勿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