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策划：徐 缓 WXRB—xuhuan@163 .com

责任编辑：谢菊莲 E-mail :46743672@qq.com

版式设计：汪莹莹

2 0 2 2 年 1月 1 3 日 星期四本版责任编辑 谢菊莲 版式设计 汪莹莹 视 线 5

1月11日，清新素净的霍山县东西溪乡
中国·月亮湾作家村迎来一批“客人”。由
中国·月亮湾作家村、皖西日报社、六安市
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庆祝建党百年·展现
六安风采”征文暨第五届淠河文学奖颁奖
典礼在此举行。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
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六
安市作家协会主席金从华介绍，“庆祝建党
百年·展现六安风采”征文活动自2021年2

月1日启动，得到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文
学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共收到
稿件609篇(首)。参与面广，影响较大。经
过多轮筛选，评出散文、诗歌一、二、三
等奖及优秀奖共计34名。来稿紧扣主题，
通过叙述六安风采，书写中国共产党100年
来的伟大历程和丰功伟绩，充分展现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六安人民以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的精神面
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六安人民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奋力拼搏，开拓进
取，围绕绿色发展、高质量赶超、对接长
三角等重要战略部署，撸起膀子加油干，
取得不菲的成绩。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与
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火热
实践，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等方面同样
作出积极贡献、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市
作家协会围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围
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等重大主题，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抗
洪抢险等重大风险挑战，围绕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组织作家们开展系列采风活
动，倾情投入、用心创作，推出大量优秀
作品，并出版《岭上开遍映山红》脱贫攻
坚报告文学集，《淠河》霍邱采风专辑，

以及本次主题征文赛，都发挥了聚人心、
暖民心、强信心的作用。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原安徽省
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许辉，市政府副秘书
长钱大兴、六安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市
作协名誉主席汪锡文，市文旅局负责人漆
学敏，霍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汪琴，以及
市作协主席团成员和部分获奖代表欣然参
加颁奖仪式。

许辉在颁奖仪式上对获奖选手表示祝
贺，并就此次征文活动给与精彩而专业的
点评。“红色皖西，山水壮丽，人杰地
灵，历史厚重。这片红土地上发生着波澜
壮阔的史诗，它的历史、现实、未来，厚
重、精彩、可期，我们作家有责任有义务
去主题鲜明地立体讲述城市、乡村里时时
刻刻发生的经济、社会、文化、风情等等
方面的人文故事。”他作为此次征文活动
的主评认为，此次征文活动收到的稿件主
题鲜明，内容丰富多彩，从家书、道路、
桥梁、老照片、存折、婚恋嫁娶等细微处
娓娓道来，传递绵延美好的正能量，充分
展现出革命老区“坚贞忠诚、牺牲奉献、
万众一心、永跟党走”的精神风貌，展示
了六安市广大干群稳步推进幸福六安建设
的新风采。他表示，月亮湾作家村作为安
徽省文化旅游扶贫一张靓丽名片，东西溪
乡作为全国首个“散文小镇”，六安要依
托这个优势平台，经常举办弘扬正能量、
歌颂主旋律的大型征文活动，有效提高六
安知名度，促进六安文学的发展，让“中
国·月亮湾作家村”的品牌更加深入人心，
为巍巍大别山留下闪耀的文化符号。

“霍山县不仅有秀丽山水，更孕育了
璀璨人文。”汪琴深情地回顾起作家村自
创建以来慢慢地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文学地
标，吸引各地文艺工作者及游客的目光，
对霍山文旅融合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
作用。近年来，霍山县坚持文明育县战略
不动摇，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文学艺

术百花齐放、硕果累累。此次征文活
动是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
的重要举措。她满怀期许地邀请：
“希望霍山厚重的人文和秀丽的山
水，能吸引更多文学大师关注霍山，
扎根基层，激发创作情怀，以一篇篇
精品力作讴歌时代发展，展示革命老
区新风貌，勾勒乡村振兴新图景。”

“我们六安去年各项主要指标在全
省排名靠前，138+n、6969工程，强本固
基工程、内畅外联工程、兴水安澜工程，
等等，扎实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
态，处处烙满大别山人奋斗的足迹，洒
满火热激情的诗行；大别山精神、淠史
杭精神、脱贫攻坚精神，可歌可书；现在
乡村振兴的开局启航，风头正劲，尤其
是我们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人
民的精神风貌和观念的转变，人与自然
的和谐发展，等等，都为创作提供肥沃
的土壤。”市政府副秘书长钱大兴感慨
地说道。他希望作家们以细微精准的视
觉、以独具特色的文笔竖起文化标杆、

精神丰碑，不断提高为人民而歌、为时代而歌的
本领素养，用情用力讲好六安故事，向世界推介
六安，展现美好的六安形象、六安气派、六安风
范，为六安文艺的繁荣发展、为打造幸福和谐六
安做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
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党的领
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擎民族精神
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矢志不渝投身革
命、建设、改革事业，用丰富的文艺形式，激
励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浴血奋战、百折不
挠，激励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
强，激励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亿万人民解放思
想、锐意进取，激励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自信自
强、守正创新，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
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生活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生活。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
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
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
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
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
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
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
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
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六安的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将以文代会
和作代会精神为指引，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在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一如既往地深
入生活，潜心创作，为人民而歌，为时代而
歌，六安市作协将围绕市委、市政府战略部署
和中心工作，开展好主题文学活动，为六安文
化兴盛、文学繁荣尽心尽力，为六安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小
时候，看见

妈 妈 们 忙 着
置 办 新 衣 、 烫

头 发 的时候 ， 就
说明要过年了！”

这是大多80后、90后
关于童年过年的记忆。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传统
的节日，为了迎接农历新

年，办年货必不可少。只是
随着时代的进步、电商的快速

发展，传统办年货的理念被年
轻人不断刷新。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年货
不再是传统的烟酒糖茶等日常百
货，多元化需求使得年货市场面临冲
击和转型。随着2022年新年悄然来
临，近日，本报记者深入市场，观察节
庆消费的升级，记录年货的变迁。
新型消费引领年货潮流

“快过年了，置办点山东的新鲜海
产品，来自云南的保健食材，还订购了
一些来自广东的养生套餐。”在80后消
费者汪先生的新年账单中，记者看到一些
与时下传统消费不一样的年货产品，汪先
生告诉记者，这些产品几乎都是指尖购
买，来自各大直播平台和购物网站。

记者留意到，汪先生的年货清单几乎
来自五湖四海，有海参、虫草花，还有每周
寄送的燕窝套餐等产品。汪先生介绍，自己
没有抽烟喝酒的爱好，平日里上班较忙，过
年几天，希望生活能有一个品质的提升，所
以置办了一些新鲜的年货产品。

2022年新年进入倒计时，记者近日
在我市一些大型商超和购物大市场看
到，置办年货的人群较往年稀疏了不
少，在实体门店选购的人群大多为中老
年群体，传统年货市场相对往年有点冷
清。

“年轻人现在对这些传统产品不感
兴趣，他们都在网上购买，来咱这的都
是些老顾客和上年纪的大爷大妈。”六
安大市场年货批发商刘老板说起这
两年逐渐下滑的销售业绩，稍显无
奈，嚷嚷着要转型，与年轻人消费进
行接轨，2022年的春节他引进一
些时下比较流行的网红产品，并
开通了网上订单。

这几年，随着新型消费加
速涌现，直播带货、线上团

购、云旅游……这
些线上消费新业态展现

出强大生命力，吸引了一大
波消费者的注意力。

“主要是省去了到实体店现场
选购的程序，线上购物选择空间
大，货比三家，有买家经验点评可
以借鉴，产品价位比较合理，退货
换货都比较方便，别说年货了，平
日 里 生 活 消 费 几 乎 都 选 择 在 线
上。”有着十多年网购经验的马女
士坦言，连着五六年家中年货都是
她一手“点击”置办。
“土、特、鲜”产品受追捧

虽然面临新型消费的冲击，但
对于中国传统佳节来说，传统意义
上的年货依然不可或缺，只是相对
于以往的消费“题材”，人们的口

味出现了奇妙的变化。
“每年过年前20天左右，我们得往金

寨山里去一趟，预约山里农户的黑毛猪和
土鸡蛋。”对于齐先生一家来说，逢年过
节能吃上点山里的土味道，才有过年的幸
福感。

记者在年货市场看到，一些年货经销
商为了迎合时下消费者的这种需求，专门
开辟了“土特产品”专区，价位比普通产
品高出不少，却很“叫座”。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一些乡镇、
县区开始试水网络直播、网红带货，在直
播平台大力推销“农特产品”，取得意想
不到的效果。在电商平台的助力下，大别
山区盛产的茶叶、天麻、茯苓、小香薯等
农特产品被打开新的销售天地。

“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直播间都在主打
农特产品年货节。”临近过年，连日来在
金 寨县桃 岭乡， 当 地 土 特 产 品 小 河 鱼
(虾)、土蜂蜜、高山野生沐芽、瓜片、木
榨麻油、观音豆腐等在网上卖得特别红

火，桃岭村农家女冯克群等乡村主播依托
该乡建设的电商直播工作室，以及当地丰
富的农特产品资源，将当地的农家味道卖
到全国各地。冯克群告诉记者，现在的消
费者特别钟情于土特产品，特别时逢新春
佳节期间，进直播间来询价购买的消费者
明显比平日增加。

“精神年货”迎新年

“以前过年才有新衣服穿，如今不夸
张地说，几乎每天都有新衣服穿，网购让
我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38岁的王女
士是一位白领丽人，在迎接2022年的新
年消费账单中，除了衣服、化妆类消费产
品，有一部分是精神娱乐以及健康产品。

记者发现，在王女士的消费账单中，
有健身跑步仪器，也有保护眼睛视力的保
健产品如叶黄素，还有养生酒、低糖糕点
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年货的
选择不再局限于物质消费，也体现在着力
提高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费水平。

刚刚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小罗今
年为爸妈在某购物平台上采购了一台专业
摄像机，“我希望过年期间他们多拍点自己
的生活。”而他自己最满意的年货则是刚刚
采购的一些学习型书籍，春节期间他想静
下心来看书，既是放松也是“充电补钙”。

在被采访的几位市民朋友中，不少人
表示，过年或许约几个好友看电影、与父
母旅游过大年、去美好乡村散散心……越
来越多的人在“年货”的选择上融入更多
的精神消费。

“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
采购‘物质年货’的同时，我感觉更应当
根据家庭成员的需求，多采购一些‘精神
年货’，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过
年’”。退休教师张老师认为，特殊时期
“精神年货”甚至比物质年货更加重要，
他希望政府部门或商家能根据群众的需
求，多提供些“精神食粮”，让老百姓能
过上一个欢乐、幸福的新春佳节。

为人民而歌 为时代而歌
——— “庆祝建党百年·展现六安风采”征文暨第五届淠河文学奖颁奖典礼侧记

本报记者 徐缓 谢菊莲 文/图

丝丝挂面牵出绵绵幸福
近年来，裕安区韩摆渡镇采取“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在马家庵居委会打造以

生产手工挂面为特色的文旅街，把传统分散的手工挂面产业做大做强,激活镇区经
济。
寒冬时节，集中在特色挂面文旅街的40余户居民家门前晾晒的挂面在阳光照

耀下银光闪闪，抻条、上竹、扑粉、晒面等18道手工工序犹如一道道流动的风
景。
目前，该镇有160余户农民从事手工挂面生产，户均年收入20余万元。

全镇年产手工挂面500万斤，年产值3000余万元，带动就业500余人。手工
挂面生产成为该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带动乡村旅游，致力乡村振兴和
群众致富的重要途径。 张 勇 文/图

消消费费升升级级下下的的

年年货货变变迁迁
本报记者 谢菊莲 袁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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