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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晓林

春节渐渐临近，赶大集办年货
也提上了日程。进了腊月，每逢初
四、初九，北宅街道的居民便会到
位于毕家社区的四九大集置办年
货。
四九大集又叫毕家大集，已经

有百年历史了，分为海鲜区、服装
区、果品区、特产区、小杂货区等，
特色便是农特产品。临近春节，各
种福字和春联摊、花卉摊等传统年
货，烘托出了浓浓的年味儿。
在疫情防控方面，临近春节，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大集加大力度
对设点商贩实行健康管理，同时，
在主要出入口提醒前来置办年货
的市民自觉做好防护。
换上一张新炕席，买上足够的

猪肉和海鲜……在四九大集，不少
居民按照各自的需求购买着年货。
除了各种固有的大摊位，糖炒栗
子、糖葫芦等小吃也吸引了不少人
驻足。
据悉，目前，四九大集农历逢

四逢九正常开放，如有相关调整将
及时对外发布。同时，提醒居民，在
大集购物时务必做好个人防护，保
持适当社交距离并听从市场工作
人员安排。

民俗年 赶大集备年货
欢乐喜气迎新年

□毕家幼儿园 王正正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
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
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
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
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
一、初二满街走。”对于每一个中国人
来说，春节绝对是一年中最隆
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
日，也是大孩儿、小
孩儿最盼望
的日子。
春节前
的几天，
家 家 户

户每天都忙忙碌碌的，还有最重要的
一项活动——— 去集市采购年货赶大
集。每当春节前的最后一个集会，村
上的人都忙着去赶集，抢购年货。路
上总不同于往常，开着三马车的、骑
着摩托车的……大人、小孩成群结
队，比平日里多了几倍，个个兴高采
烈，好热闹啊！
集市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道路

两旁卖春联的，一家挨一家，红红的
春联洋溢着人们对新年的祝福。向远
处看，集市上到处挂着红红的大灯
笼，真是一副过年的景象。卖糖葫芦
的小贩吸引着小孩儿们，孩子们忙着
买糖葫芦、新衣服、糖果、玩具、鞭
炮……这里真是人山人海呀！处处回
荡着卖主的叫卖声、砍价声。满街的

货物摊，从街头摆到街尾，摊上五颜
六色的货物，使人眼花缭乱。大集上，
各种山货非常丰富，拳头菜、松蘑、黄
花菜、云峰菜等山珍，积聚崂山之灵
气，崂山特产几乎占据了大半个市
场，这真是应了那句靠山吃山。
品种丰富的坚果最为抢手，自己

吃或是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不错的选
择。除了购买春节所必须的食物以
外，周边的农民会在大集上购买对
联、年画、福字等，张贴在家中的门
窗、院墙之上，迎接新年。临近春节，
大集年味浓。吃的、喝的、用的、玩的
各种各样的货物一应俱全，让人目不
暇接。不一会儿，人们就手里提着，肩
上扛着，大包小包地满载而归。
在我的儿时记忆中，赶大集，始

终是抹不去的一道影子。儿时的逛大
集，尤为记忆深刻。赶大集，这也是老
一辈人逐渐模糊的记忆。
随着老百姓生活的日益提高，对

于很多人来说，或许不需要再逛大集
赶大集，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或许足
不出门，就可以用手机付款下单，然
后等着快递员敲门送货，也可以到超
市商场，买到心仪的商品，甚至可以
在社区小商店都可以买到日用百货，
在很多人眼里，大集或者都可以考虑
取消了。随着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
商场的遍地开花，集市日渐没落。每
当春节临近，那淡淡的思念依旧
萦绕在身边，购买年货中乐趣
与劳累并存的日子，是多么
让人怀念。

春节至，家家户户赶年集

四九大集又叫毕家大集，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传统年货摊位烘托出浓浓年味儿。

居民根据各自需求选购着年货。 卖福字和对联的摊位。

不少居民将过年需要的猪肉提前买回家。 卖糖葫芦等小吃的摊位也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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