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春节，年味渐浓，大家都开始忙着准备

过年的“干货”和给亲友长辈的新年礼品。各地的

年货市场热闹起来，春联、红灯笼、瓜果糖点、熏

肉腊肠、兔年服饰、小家电……从休闲食品到生

活用品，从年俗文化到智能生活，各类商品都迎

来消费热潮，新年的欢乐氛围就在这办年货、贴

春联、送年礼的忙碌中慢慢升温。

随着时代的发展，年货消费市场也已经发生

了很大变化。年货不仅仅意味着为过年备好更多

米面粮油、肉蛋蔬菜，如今，健康饮食、电子智能、

文化创意等更多品类的商品开始进入年货消费

清单，体现着人们对健康和品质生活的向往。在

年货消费变化的背后，反映着年俗的变迁、消费

的升级，也预示着人们的生活正在变得更加美好

富足。

线上线下年货选购忙

“小时候，快过年时都要和父母去逛集市，集

市里人山人海，大家都在为准备过年购买很多蔬

菜和肉类，我们的自行车也装得满满的。”在北京

市民张岚的记忆里，小时候置办年货是一项“大

工程”。当然，她最喜欢的还是排着长长的队去店

铺里买瓜子、花生和水果糖。“过年团聚，没有围

在一起看电视嗑瓜子，就感觉年好像没过一样。”

她这样说道。

如今，购买年货已经方便了很多。尽管不再

需要提前“囤货”，但春节前的“大采购”似乎已经

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惯例。“今年，我们带回家的

坚果礼盒套装，除了传统的瓜子外，还有巴旦木、

夏威夷果等更多种类，希望能有以前过年时的味

道。”张岚说。

春节前夕，各大电商平台“年货节”活动已经

开启，可以看到，人们的消费选择越来越多样化，

食品、美妆、家居、娱乐等各品类都销量大涨，不

少人愿意买一件喜庆的新衣、一套心仪的化妆

品，换一个新手机，甚至给家里添一个“大件”，以

此犒劳一年的辛苦。

从天猫年货节的统计报告来看，消费者的购

物方向主要集中在提升免疫力、关爱健康、智能

陪伴、萌宠治愈、沉浸式宅家、云端生活、近郊社

交、复古风潮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家居产品中，投

影仪、小酒吧、养生茶的销量位列前三；当居家办

公成为常态，升降式办公桌、人体工学椅、小型无

墨打印机则成为办公界“新三大件”。

今年春节，返乡过年、与亲人团聚成为消费

者最大的心愿，很多人都希望将当地特色产品带

回去给家里长辈品尝。如北京的稻香村古法桃

酥、四川的烟熏五花腊肉、湖南的章鸭子酱板鸭等

都颇受欢迎。今年京东年货节推出了地方特色年

礼、老字号好店集市、地道乡味热点京选集、千县

名品“武林外传”热点特刊等，让消费者能够尽情

探寻家乡宝藏特产，感受丰富多元的“逛购”体验。

准备年夜饭也是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项“程

序”。如今有更多年轻人选择了更加方便的预制

菜。从京东数据来看，年货节以来加热即食的预

制菜和半成品全面热销，预制菜成交额同比增长

了 47%。以京东小时购联合沃尔玛、眉州东坡、陶

陶居、松鹤楼等 18 家全国知名餐馆推出的“南北

名厨一桌菜”系列为例，这款预制菜汇集了佛跳

墙、盐焗鸡、鱼头汤等 70 多款经典菜品，上线以

来销售额增长了 9倍。

文化年货让春节更添喜气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各地的年货集市也陆

续开集。在杭州的瓶窑老街年货节上，不仅有水

果炒货、腌鸡酱鸭、本地蔬菜、甜点小吃、手工制

品等本地特色食品，文创市集中的纸伞、玉雕、陶

器、虎头鞋、玉琮糕等独具余杭文化特色的产品

也吸引了无数市民。

前两日，家住天津的李静为了让过年更添喜

气，购买了两幅年画和两个小红灯笼，准备把家

里装饰一番。“这是在一场很有非遗文化特色的

年货市集上买的，现场还有天津面塑、杨柳青木

版年画，以及写福字、钓福袋等活动，很能勾起儿

时的回忆。”她说。尽管如今她常年在外地工作，

但回忆起家乡的过年氛围仍然十分怀念：“每家

每户都将福字、春联、吊钱儿贴满门窗和家里的

柜子，这让春节充满了仪式感。”

承载着传统春节文化的春联、福字、年画、剪

纸、中国结等装饰品可谓是大部分国人心中的年

货“必选项”。年货市场中，剪窗花、舞狮子、展书

法、体验非遗技艺等现场活动更是热闹非凡，喜

庆红火的氛围让人们提前感受了浓浓的年味儿。

如果说传统文化产品代表着民俗传承和乡

愁回忆，那么文化创意礼品则洋溢着时尚新潮的

气息。2009 年，《故宫日历》再版后，迅速成为故

宫文创家族的头部“网红”，此后每逢新年，各家

文博单位、文创企业推出的各式各样的文创日历

都深受消费者欢迎。在故宫文创的淘宝店铺里，

各类充满“兔”元素的小礼品琳琅满目，兔年限定

包装的彩妆礼盒、萌兔造型的手提灯笼、玉兔小

夜灯、兔子存钱罐，无不成为送礼的上佳之选。

作为北京非遗文化代表之一的“兔儿爷”近

日也十分火爆。为了迎接兔年新年，从事多年“兔

儿爷”主题泥塑创作的工作室“吉兔坊”再次进行

了创新。“我们在传统形象的基础之上增添了很

多现代艺术元素，今年设计的‘一盒福气’，造型

上有了更大的突破，但制作工艺、纹饰仍然沿袭

了传统。”“吉兔坊”创始人胡鹏飞说道。

随着国潮风兴起，拜年汉服也深受年轻人青

睐，不少人期待着穿上汉服去游园、参加庙会，拍

上几张美美的照片。老年唐装送长辈，兔元素拜

年服和头饰送孩子……近日，在淘宝天猫平台，

拜年汉服供不应求，对过年喜庆服饰的搜索量同

比增长了 33倍。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表示，文化消

费已经成为春节消费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年

货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象征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

的文化年货越来越受欢迎。新消费时尚会影响上

游供给端，促进供给结构优化，实现产业和消费双

升级。以年货经济为主导的新消费模式，将引导更

多的厂家积极创新，不断投入年货市场开发中。

新年送健康袁更送美好生活

今年春节，市民赵先生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回

家过年，他到北京某商场给父母各挑选了一块智

能手表作为春节礼物准备寄回家。“这个手表不

但能接打电话，还有检测体温、血氧、心率的功

能，把数据传输到手机上，我也好随时了解父母

的健康情况。”他说道。

孝敬长辈仍然是春节选购年货的首要考虑

因素，随着消费水平不断升级，智能、健康、绿色

的生活理念也渗透在年货消费中。特别是在网络

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各类智能产品进入了“年

货清单”。AI 下棋机器人、听戏机等关注长辈兴

趣爱好的智能陪伴类产品颇受青睐；除菌洗衣

机、除螨吸尘器、无雾加湿器等小家电体现着对

健康绿色生活方式的追求。在健康饮食理念下，

食品选购重点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带回家名贵

烟酒和大鱼大肉似乎更显体面，而如今，“有机”

“低脂”“高蛋白”“0 添加”成为关键词，逐渐替代

了高油高糖饮食。

京东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70.3%的用户表

示会购买孝敬父母的商品，如营养保健品、糕点

等；35.6%的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健康类产品，如医

疗器械、护理器具、保健品等；有 14.9%的用户表

示愿意购买升级改造装备，如扫地机器人等。天

猫发布的数据显示，一个月以来保健品销售整体

环比增长 400%。

随着电商平台购物越来越发达，网购已经成

为主流购置年货方式，“人未到家，年货已在路

上”。新的服务模式形成新的年俗文化，为春节消

费释放更大活力。

从火热的年货消费市场背后，可以看到人们

对健康和品质的需求与日俱增。中国宏观经济研

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孙学工表示，消费市场升级

的主要方向，一是消费层次上升，表现为精神文

化类、情感需要类、健康类消费占比持续提高，并

逐步成为年节消费的主体；二是消费品质提升，

表现为新科技产品渗透率提高，传统产品升级换

代加快，绿色产品越来越受欢迎；三是消费呈现

多样化个性化趋势，各类人群消费趣向差异性加

大，既有适老化消费的扩大，又有现代时尚消费

的增加。

孙学工进一步指出，为了进一步释放年货经

济潜力，未来，要加强高质量供给，大幅提高精神

文化类产品供给，完善各类设施，提升体验感，加

快产品功能创新，不断创造新需求，更好满足既

有需求。同时，多渠道拓宽年货市场，充分发挥平

台经济等新渠道优势，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

渊鲁元珍冤

2023 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不少人已经

踏上归家的旅途。今年春运期间天气怎么样？乘

车前要注意点啥？返程高峰在哪天？出发前可以

先看看这些核心信息。

1月 27日前后将出现首个返程高峰

据春运工作专班副组长、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徐成光介绍，今年春运期间，1 月 27 日（正月初

六）和 2月 6日（正月十六）前后将出现两个返程

高峰。

1 月 27 日和 2月 6 日对应的火车票开售日

期分别为 1月 13日和 1月 23日。

从时空分布看，节前以大城市向周边城市及主

要劳务输出省迁移为主，探亲流、务工流叠加，客流

强度有所提升；节后则以主要劳务输出省及中小城

市向中心城市聚集为主，返程客流相对错开。

这些地方冷冷冷浴 出行需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春运期间的天气状况如何？

据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方翔介绍，今年春运

的开始阶段恰逢三九四九（1 月 9 至 26 日），三九

四九在民间又往往被认为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

阶段。预计 2023 年春运期间（1 月 7 日至 2 月 15
日）我国北方大部及华南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低、全国降水整体偏少，东北等地偏多。

方翔提示，春运返乡及出行需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各地出行人员需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二是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以及陕西、山

西、河北等地将有降雪或雨夹雪，以及有强冷空

气影响，出行需防范降雪、降温、道路湿滑和大风

天气的不利影响；

三是黄淮、西南地区东部以及长江中下游等

地要防范雨转雨夹雪、低能见度和道路湿滑的不

利影响，特别是在高海拔地区或山区驾车出行人

员要注意防范雨雪冰冻和道路湿滑的不利影响；

四是在江河湖面及沿海活动的朋友需注意

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

针对影响春运的暴雪、寒潮大风、低温冰冻、

大雾等灾害性天气，中央气象台将及时发布预报

预警信息，也建议旅客出行时及时收听收看当地

的天气预报信息，防范不利天气的影响。

注意浴 这类消毒用品不能带上火车

春运期间，不少旅客会随身携带消毒用品。

在国家铁路局、公安部发布的《铁路旅客禁

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中，明确将“酒精”

列入禁止目录。

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在旅途中如有消毒需

求，可使用消毒湿巾、消毒棉片等替代。

需要注意的是，消毒凝胶属于“含易燃成分

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在安检中是“限制随

身携带的物品”。因此，每位旅客限带 1 件，而且

单体容器容积不能超过 100毫升。

自热食品常常是大家的出行必备的食物，但

它却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中国铁路 12306 表

示，不建议旅客携带自热食品乘坐火车，也不建

议旅客在车厢内食用。 渊葛成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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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的年真红火

春节请收好这份出行指南

记者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春

节全国收费公路免费时间为 1 月 21 日（除

夕）0 时至 1 月 27 日（正月初六）24 时，共 7

天。7座以下（含 7 座）载客车辆，允许在普通

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均可免费。据了解，

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

方案》安排，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

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普通收费公路以车

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

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如在非免费时段进入高速公路，但出高速时

处于免费时段，则免费通行；在免费时段进

入高速公路，但出高速公路时是非免费时

段，则不属于免费通行的范围。 渊王梓懿冤

全国收费公路
小客车免费 7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