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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苹 摄影
报道）距离新年还有10天，市民开启了火热
的“囤年货”模式，大集上、商超里、早市中人
流量日益增加，源源不断的烟火气升腾起
来。走进开发区衡山路大润发超市，年货大
街已经开市，窗花、福字、对联、红灯笼、兔年
吉祥物、中国结……大润发超市烟台负责人
表示，为了顺应消费回暖势头，增加节日的
喜庆氛围，大润发超市烟台的三个门店年货
纷纷亮相。在卖场布置上他们也花了心思，
通过形态各异的图案、火红的色彩，展示着
独特的“中国元素”，专属于“农历年”的年味
儿就此蔓延。

春节走亲戚是人们选择维系亲情的一
种重要方式，各种烟酒糖茶、肉食粮油面食
礼盒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礼盒丰俭由人，
高端的包装以及实惠的价格激发着人们的
购买欲。传统的花生油、橄榄油、肉食、啤
酒、白酒、红酒、坚果，以及能够满足小朋友
味蕾的新年零食，各类商品应有尽有，不少
市民表示在这里实现了“一站式囤齐年

货”。除了特色年货，春节必备的肉鱼瓜果
更是攒足了人气。“人气最旺的是生鲜区，
我们主打新鲜、健康、美味，同时保证价格
优惠。”大润发衡山店客服经理姜刚先告诉
记者，近期每天都有低价的新鲜后腿、脊
骨、肘子等猪肉制品出售，同时各类营养丰
富的瓜果蔬菜的价格也较以往有所降低，

“尤其是牛肉每日都是全程恒温配送，肉质
鲜嫩、安全新鲜且价格低廉，市民采购热情
很高。”

“面对当前疫情形势，过年期间不少家
庭考虑到安全健康因素都减少外卖堂食，打
算自己在家吃年夜饭。为此，我们还推出了
省时省力又美味的‘年夜饭’。”姜刚先介绍，
大润发将备好各种大厨调味的预制菜，市民
回家只要热一下即可食用，共有常温8款、
冷冻29款年菜供选择，“小年往往会迎来年
货销售最高峰，因此我们在小年过后还会推
出买赠或满减活动，置办新年的锅碗瓢盆除
了印花促销还有部分品项3免1，以此满足
市民对商品物美价廉的需求。”

喜庆年货纷纷亮相，展示独特“中国元素”——

“农历年”专属年味儿上线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俊玲）新
年春意，花市先知。随着春节的临近，不少
市民开始选择购买鲜花装点居室，为即将到
来的兔年春节增添喜庆气氛。

1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胶东半岛地区
最大的花卉集散地——烟台市祥和花鸟文
化市场，感受这里的年味儿。只见市场里人
来人往，鲜花销售旺季已悄然来临。

“岚惠花卉”老板王文华在这个市场从
事鲜花销售已经快二十年了，说起今年的年
宵花销售情况，他直言不讳地说：“疫情三
年，今年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一年，往年这
时候都去青州进两三车蝴蝶兰了，但今年有
点担心，就进了一车货，市场里的不少业户
也都是如此。好在元旦过后，市场里的人逐
渐增多，年宵花的销量这几天也明显见长，
让人又看到了希望，心里多少感到一丝安
慰。”经历过疫情严重时的低潮，王文华和许
多扎根市场的花商一样，在这个季节，等来
了期待已久的暖春。

置身花海，春意盎然，花香扑鼻，成片的
蝴蝶兰姹紫嫣红、争相绽放，仿佛翩翩起舞
的蝴蝶栖息在细长的花枝上，美不胜收。一
株株蝴蝶兰经店主们的巧手修剪、组装入盆
后，成为一盆盆精致而喜庆的年宵花，以待
顾客选购。

市民王先生和家人一边挑选中意的年
宵花，一边对记者说：“我家每年过年都要买
几盆鲜花装点居室。送给家里的老人，他们
也都很喜欢。我最喜欢杜鹃和蝴蝶兰了，颜
色鲜艳，看着赏心悦目，进门就有一股喜气
洋洋的感觉，过年就得有点仪式感！”

“进入腊月后，我们这里的年宵花已经
销售出去三分之一了，我前两天还在发愁，
这些花卖不掉咋整，好在这几天年宵花和绿
植的销量明显见长，顾客大多都是回头客。”

“云惠花园”的店主张园苑这样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年宵花价格比往年

同期略降，蝴蝶兰、杜鹃、韩国大花蕙兰和鸿
运当头等寓意美好的年宵花仍是市民买花

的首选，像“招财进宝步步高升”“五谷丰登”
等花卉造型卖得都不错。

蝴蝶兰外形独特，因花形似蝶得名，在
年宵花市场上凭借颜色鲜艳、形态奇特等
特点备受市场青睐。由于近两年来品种不
断增加，组盆方式更加多样，多彩多姿的蝴
蝶兰也越来越受消费者的喜爱。一株蝴蝶
兰价格为30元，迷你蝴蝶兰一株25元，杜
鹃根据品种和花型不同，一盆从三四十元
到几百元不等，鸿运当头一株30到45元，
白雪公主25元一株，红掌一盆30元。此
外，硕果累累的金橘，金钱树、平安树、发财
树、龙铁等一些寓意美好的绿植也深受市
民喜爱。

“买盆鲜花过大年，家里喜庆，每年过年
我都要选几盆寓意好的鲜花，图个好彩头，
看着心情好！”市民乔女士看中了一盆高山
杜鹃红粉佳人，喜滋滋地买回了家。

“这是钱兜，那是幸福树，还有龙铁，最
近卖得都很火，冬季空气比较干燥，许多市

民想通过在室内摆放植物增加空气湿度，或
是用植物净化空气。因此，具有防辐射或者
净化空气功能的植物也销量不俗。”张园苑
还告诉记者，象征红红火火的银柳、海棠、吊
兰等富有装饰效果的水培植物也很受欢
迎。前来选购盆景和绿色植物的市民周女
士表示：“冬天难免让人觉得有些沉闷，家里
放些花花草草点缀，也能增加点生机，让人
看着心情舒畅”。

烟台市祥和花鸟文化市场总经理张春
伦表示：“受疫情影响，今年花卉业户进货都
较往年晚一些，但花卉质量要比往年好很
多。年宵花的组装造型更新颖，花卉用盆也
很讲究。元旦过后，花卉市场正在逐步恢复
往日生机，客流量明显增多。烟台祥和花鸟
文化市场既是烟台最大的花鸟市场，也是胶
东地区唯一的花卉集散地。现有经营业户
200多个，花卉业户就占了一半多，这里不
仅比过去经营环境更好了，管理也更加规
范，人气越来越旺。”

鲜花俏销，花卉市场“春意浓”
不少市民选购鲜花，为即将到来的兔年春节增添喜庆气氛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纪殿
国 通讯员 马炜杰 王瑞亭 摄影报道）
临近春节，年味更浓。山东省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胶东莱阳花饽饽进入
畅销季，深受市民喜爱。据介绍，花饽
饽距今有300多年历史，不仅外观好
看，而且是纯天然手工制作，营养美味，
健康环保。

花饽饽主要分胶东莱阳大花饽饽、
烟台花饽饽以及威海花饽饽。胶东莱
阳花饽饽以面粉为原料，经过加工，不
仅可以捏塑成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还
可以做成活灵活现的各种动物、鲜艳美
丽的花草树木。胶东莱阳花饽饽源自
民间，植根于人民生活，已成为民俗风
情独特的表现方式。

莱阳刘记花饽饽是传承胶东莱阳
花饽饽的代表之一，负责人于晓红从
2016年开始和民间手工花饽饽结下了
不解之缘，7年来，为传承胶东莱阳花饽
饽工艺做出很大贡献。“目前，有乔迁、
结婚、祝寿、上梁、新年礼盒等8大系
列，20多个品种。现在10多名工人加
班加点生产，满足市民新年对花饽饽的
需求，新年饽饽礼盒平均日销量达100
多箱。”于晓红说。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宋晓娜
通讯员 景莉元 摄影报道）“我们胶东的
开花馒头不用一滴水，用鸡蛋和牛奶和
面，奶香浓郁、松软筋道……”春节临近，
芝罘区幸福街道幸福社区邀请辖区外国
友人，和居民们一起制作胶东特色美食

“开花馒头”，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共
同感受浓浓的中国年味儿。

“开花馒头是因为馒头在蒸发过程
中体积会变大，表面开裂形似花苞初开
状，所以称为开花馒头，在民间，它还有
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白银如意’。”活动
开始前，幸福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马越向大家介绍开花馒头的名字由
来，“开花馒头是胶东地区非常有特色
的面食之一，口感香甜可口，色白松软
深受老百姓喜爱。这小小的开花馒头，

虽然没有烘焙的华丽，却是我们胶东人
最温馨的记忆。”

活动邀请盛祥饭店有着20年面点经
验的王红玲老师，为大家讲解如何制作这
种传统美食。王红玲一边制作，一边细致
讲解制作开花馒头的每一个环节。只见
她将发酵好的面团搓圆搓扁，再拉长，将
其打结后头尾捏到一起，再用双手将面团
塑形。王红玲表示，制作开花馒头，面揉
好后需要发酵半个小时，制作成型后需要
再发酵半个小时，在上锅蒸之前还需要两
面煎一下，出锅后会更好看。

随着一声“出锅喽”，一个个惹人喜
爱的开花馒头新鲜出炉，看着自己亲手
制作的开花馒头，大家兴奋地拍照留念。

“我平时就喜欢做饭，这次制作开花
馒头对我来说是一次新奇的体验，我回家

还要尝试再做一次，给家人朋友品尝。”来
自俄罗斯的爱丽丝女士开心地说。

来自英国的西蒙先生对开花馒头并
不陌生。“我以前吃过开花馒头，特别好
吃。今天刚开始做的时候有点难，但是
经过老师的帮助我觉得我掌握了制作技
巧，我喜欢这种体验。”他笑着对记者说。

胶东制作开花馒头的习俗，流行于胶
东地区文登一带，2009年被列入山东省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已成为我市
民俗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幸福社区
邀请辖区外国友人一起制作开花馒头，让
大家了解了胶东特色民俗。接下来，幸福
社区将继续开展各式各样的文化实践活
动，让更多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友人

“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外国友人体验中国年
芝罘区幸福街道幸福社区邀请外国友人共同制作“开花馒头”

莱阳花饽饽畅销
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
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报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刘
晋 摄影报道）“我要一个福字！”“这
个兔年春联给力……”昨天上午，烟
台蓬港金业有限公司暨艺术家采风
创作活动上，来自市书法家协会、市
美术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的艺术家
们受到的赞誉可真不少。迎新春、过
新年，张贴寓意美好的春联是家家户
户必不可少的迎新行动。随着兔年
的脚步越来越近，作为烟台市文联文
艺志愿服务的一部分，艺术家们用手
中笔为企业员工送上浓浓的年味儿。

红纸、墨、砚台一字排开，书法、美
术艺术家们挥动手里的毛笔，行云流
水，一气呵成。不多时，一副副墨香四
溢的春联铺满了地面，一张张栩栩如
生的美术作品跃然纸上，一个个美妙
瞬间被定格……

“虎年喜结丰收果，兔岁欣开幸福
花”“东风放虎归山去，明月探春引兔
来”……企业的工作人员挑对联、晒对
联、收对联，忙得不亦乐乎，喜笑颜开，
一派热闹祥和的场面。“这些春联都是
现场写的，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让我觉
得特别暖心，年味儿一下就有了。”企
业工作人员于琛说。

文化下基层，新年送春联，市书法
家协会主席宁兰智已坚持了三十余
年，而且从未间断过。“希望通过活动，
将祝福送进千家万户，让大家有更轻
松的心态、更健康的身体，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年的到来。”他
说，“下基层活动，也让我们艺术家更加‘接地气’，为基层群众提
高艺术鉴赏水平、提升艺术素养，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满足基层
群众的艺术需求，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去年，市书
协也因表现突出，荣获中国文联“送万福进万家下基层公益活
动”先进单位，成为全省地市级书协唯一一家获奖单位。

突出传统性，市文联近年来把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
结合重要时间节点，深化传统服务项目。在每年春节前夕，全市
各文艺家协会、各区市都会组织“书春送福”“新春走基层”文艺
志愿服务活动，年均开展500余场次，惠及群众5万人。

“去年一年，市文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团结引领
广大艺术家开展文艺惠民活动，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创新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参与文艺志愿服务的艺术家2700
人次，累计开展活动1800场次，受益群众30余万人次。”市文联
党组书记宋作新说，“进入新一年，我们将不断深化实施‘文艺志
愿服务优化工程’，扩大文艺志愿服务的覆盖面，利用新媒体手
段，让文艺精品惠及更多群众。持续推进文艺志愿服务精准化，
建立精准化服务工作机制，总结提升‘文艺家进校园’‘文艺讲师
团’等服务品牌。做实文艺志愿服务常态化，发挥18个文艺志愿
服务队作用，以‘文艺六进’活动为抓手，全年开展常态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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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蔡佩征）人间烟
火处，年味正浓时。2023年春运已经开始，由市城管局数字化
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建设的新春花灯正式亮相烟台火车站，迎归
家游子，接八方来客。

位于火车站南广场正前方的“恭贺新禧”灯组以“阖家团圆，平
安喜乐”为设计理念，长14米、宽3米、高度5米。通身由大红灯
笼、新春送福兔子组成，其中的大红灯笼是由一个个小灯笼组成，
寓意千万个幸福美满的小家组成一个团结互助的大家庭。灯笼的
长灯穗象征新的一年福气绵长，手捧金元宝和春联的兔子作为
2023年的生肖为广大市民朋友送上新春祝福。广场周围的树冠
也挂上了红彤彤的灯笼，为归家游子和八方来客照亮前行的路。

迎归家游子 接八方来客

火车站新春花灯亮相

到红色乡村，送红色祝福
招远市书法家协会组织会员
到胶东抗大原驻地免费写春联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殷新 通讯员 姜风娇）为弘扬传
统民俗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1月10日，招远市蚕庄镇政府、
招远市蚕庄镇西山王家村党支部联合招远市书法家协会，开展
了招远市书法家协会送文化下基层活动，为村民免费书写春联，
送上新春祝福。

挥毫送春联，墨香暖人心。书法家们摆好笔墨纸砚，现场挥
毫泼墨，在红彤彤的条幅上留下墨宝。字体或奔放苍劲，或清秀
文雅，散发着浓浓的墨香和年味，洋溢着新春的喜气，表达着浓
浓的祝福。

西山王家是山东省景区化村庄，是烟台市17个红色基因特色
村之一，也是烟台市党史国史宣教基地。1940年，胶东抗大在灵
山脚下的这个小村庄驻扎，培养胶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干部。

招远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庄惠民说:“我们组织书法界的同仁
们深入红色乡村，用书写春联这种方式把文化和新春的祝福送
给父老乡亲们，让他们过一个喜庆热闹的春节。”

贴上喜庆的福字，村民王富致高兴地说：“很感谢书法家到我
们家门口送春联，贴上这么好的福字，我们家一定会福气满满。”

商场里年味浓商场里年味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