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菜的老人

俗话说，“吃了腊八饭， 就把年货
办”。在这个时段，我市各个乡镇的集市
是一年中最繁华热闹的，也是最忙碌丰
盛的。 辛苦劳碌一整年的人们，纷纷放
下手中的活，男女老少齐上阵，高高兴
兴逛年集，风风火火办年货。

乡镇的集市不大，却笼络着好几条
街巷，一大早便货物如山，商贩如潮，各
色摊位一条长龙似的摆开，选购年货的
人们也从四面八方向集市涌来。不一会
儿，人声鼎沸、音响喧闹，吆喝声、叫卖
声此起彼伏，讨价声、还价声不绝于耳，

乡镇集市就这样渐渐地被围了个水泄
不通。

每个街头巷尾总有几个卖新鲜猪
肉的商贩，只要路人瞥上一眼，他们总
会笑着上前吆喝一声“过年了，整点猪
肉呗”；街角卖大红春联年画的商铺生
意很是红火， 老板满脸自豪地说，“我
卖的东西， 过年家家户户少不了”；街
中心的炒货店现炒现卖，老板喊着“好
吃的瓜子，不好吃不要钱”；卖打糖的商
贩敲击着叫不上名的玩意儿来回穿梭
于各个街巷，发出的声音“叮叮当当”煞
是好听。

衣帽鞋袜、鞭炮烟花、烟酒副食、菜
肉蛋、鱼、调料食材、水果，蕴含着新年
红火喜庆气氛的各种小饰品， 谁家也
离不了的锅碗瓢盆， 农家放养的鸡鸭
鹅，自家磨制的豆腐、制作的腌菜，农
民自己种的新鲜大萝卜大白菜，可真谓
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让人目不暇接、眼
花缭乱。

红火热闹的乡镇年集，时时充盈着
欢声笑语， 处处弥漫着浓郁温馨的年
味，它真切而生动地展示着老百姓的幸
福与安康。有的人明明可以在温暖的超
市办年货，可仍冒着凛冽寒风来乡镇赶
赶年集，为何？我想，也许赶年集不仅仅
只是乡镇春节前的一场别开生面的盛
会，它应该还因承载着几辈人的乡情而
散发着独特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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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集市年味浓

乡镇集市人流如潮

人们选购着春联 卖打糖的商贩 散发着香味的炒货

炸丸子备受欢迎 农家土鸡被摆上摊点自家腌制的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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