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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奔向向

春节临近，市区街头年味浓浓。1月27
日上午，记者走访市区春联门画市场了解
到，今年的春联制作工艺在传承中有创新，
品种与往年相比变化不大。

春联材质有变化

1月27日上午，市区繁荣街一家春联门
画批发店内，大大小小不同规格的春联挂
满墙面，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店员
张艳霞说，今年春联在材质上有所突破，除
传统的纸张外，还有纸绒和绒布材质，其中
绒布春联价格较高，这种春联外观好看、
制作精良、结实耐用。另外，它的背面带
有不干胶，便于张贴。张艳霞说，去年市
场上就出现了绒布材质的春联，但很少，今
年绒布春联大量上市，受到一些高收入人
士的青睐。

一些春联的字体之间或下方还增添了
生肖虎、招财猫以及花鸟虫鱼的立体造型。

田娜在市区曙光街西段摆摊销售春联
十几年了，她说，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联进
货比较困难。因此，传统的纸质春联零售
价格比往年要高一两块钱。她的摊位上，
绒布春联的价格是最高的，一副一米五长
的绒布春联售价为五六十元，一般的纸质
春联仅售8元至10元。

春联内容很传统

市区体育路春联商户李书然说：“卖春
联主要是卖（字）词。词好，春联就好卖。”
他说，传统的春联红纸黑字，看上去没有印
制的烫金春联喜庆，不太好卖。因此，他的
摊点仅悬挂了一两副黑字春联。

一位70多岁的老人走过来询问李书
然：“有没有‘吉星高照’的横批？”李书然
找了找，没有找到，老先生遂走向下一个摊

位。
市区长青路阳光花苑小区居民鲁女

士在数个摊点前浏览了一会儿，没有选到
中意的。她说：“我家不做生意，想着选
一副有‘吉祥如意’‘平安顺利’等吉利词
语的春联就行了。”而市民高女士则表
示：“我比较看中一些有福贵吉祥、接福
纳财内容的春联。”

关于春联的内容，河南省楹联学
会顾问、市诗词楹联学会名誉会长胡
吉祥认为，福贵、吉祥、平安、如意等
词语反映了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愿望
和诉求，迎合了人们的普遍心理。
目前春联市场上的春联内容基本沿
袭了往年的传统内容，但个别春联
存在不符合对联格律的现象，有伤
大雅，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如果有市民需要书法艺
术与思想内容完美结合，且富有
时代特色与新意的春联，可以积
极关注各级诗词楹联学会推出
的新年春联，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可请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书
写。

此外，春联销售摊位的门
画与往年相比颜色更加鲜艳
夺目；从内容上看，仍是传统
的神话与历史传说人物。商
户刘国强说：“门画，讲究南
桃北柳中朱仙。”即南方人喜
欢苏州桃花坞的门画，北
方人偏爱的是天津杨柳
青的门画，中原人则通常
喜欢选择开封朱仙镇的
门画。因此，市区春联市
场上朱仙镇门画较多，
价格从三五元到 20 元
不等。

春联传承中有创新
□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市民在选购春联

2022 年春节进入倒计
时。俗话说：购吉祥果，过幸
福年。连日来，记者走访我市
享丰水果批发市场、天成果品
批发市场以及各大商超及零售
店发现，作为市民家中的必备
年货，节前水果市场品种繁多、
供应充足，销售也迎来高峰。

水果备货充足

1月26日，市区平安大道天成
果品批发市场，不时有满载鲜果的
大货车出入。砂糖橘、苹果、橙子，
进货的商贩一拨接一拨地在摞得
四五米高的水果箱前讲价，偶尔有
市民来采购年货，一箱箱地往车后
备厢里搬。

“快过年了，特地过来买些水果，
送人也好，自己吃也好，都是必备
品。”市民龙女士说，“听说这里的水果
便宜、品种也多，所以一大早就和家人
一起过来逛逛。”

曹战芳主要经营产自广东、广西等
地的砂糖橘，“前段时间基本上两天发过
来一车，现在一天就卖完了，供不应求”。

在享丰水果批发市场购买水果的市
民也不少。这里不仅有常见的脐橙、苹
果、砂糖橘，还有新疆香梨、海南西瓜、猕
猴桃、沃柑等。

阳光果园水果店老板祝绍叶经营水果
生意30多年。每年农历八月十五过后，他
就会安排人员到江西、广西等地的果园采
摘水果备货。目前，他的3个仓库堆满了各
种供应春节的水果，共计20多吨。

进口水果难觅

丹尼斯百货超市和金篮子超市水果区域，
各种水果堆成了小山。火龙果、桂圆、哈密瓜、
草莓、提子……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本地草
莓也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售价二三十元一斤（1
斤＝500克），但不乏尝鲜者。

家住湛河区荆山街道辉岗村的刘彦涛今年

种了5个大棚的草莓。1月26日，他刚
刚把从大棚里采摘的几盆草莓放到摊
位上，就被人买走了。“这个时候的草
莓最好吃。”居民王利兵一下子买走两
盆，一盆1公斤左右，60多元。

“元旦过后草莓上市，虽然价格
有点贵，但不愁卖。基本上是摘多少
卖出去多少。”刘彦涛说，去年受了风
灾，草莓产量较往年减少，成熟期也
有所延后，“每天也就几十斤的产
量。不过正好赶上春节，应该能卖个
好价钱。”

近年来，车厘子成为冬季进口水
果的风向标，但今年市区超市、水果店
鲜有车厘子出售。

“今年受疫情影响，从智利进口的
车厘子在抽检中发现问题，都下架了，
我们也就没有进。”祝绍叶说。

水果价格平稳

虽然近期雨雪不断，但市区水果
市场价格平稳，涨幅并不大。在开源
路丹尼斯百货超市内，皇冠梨的价格
为每斤4.98元，贡梨为每斤3.98元，红
提每斤高的十几元，低的不足10元，水
果礼盒的价格多在100元左右。

“往年，周边许昌市襄城县、我市
叶县、南阳市方城县等地的商户都会
来这儿买水果，今年因为疫情，来的人
少多了，哪敢再涨价？”祝绍叶说。

曹战芳则表示，水果的价格与果
子的大小、产地、口感有关系。“砂糖橘
虽然很受欢迎，但卖不上价，价格和前
两年基本持平。”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市商务局启
动了生活必需品监测日报告制度。1
月 26日，该局监测的8种水果平均零
售价格为9.48元/公斤，价格较前一日
小幅上涨。其中 1种水果价格上涨，1
种水果价格下降，6种水果价格持平。
零售价格上涨水果中涨幅最大的品种
为葡萄，零售价格为 14.47元/公斤，较
前一日上涨19.59%。

水果销售
迎来高峰

□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阳光果园水果店员工在摆放水果礼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