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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众多乡村集市中，胡营大集可谓最独
特的一个。在网红美食以及互联网传播效能的
加持下，相较于其他集市而言，胡营大集吸引了
更多年轻人的瞩目。因受众不同，胡营大集上售
卖的商品也显得十分新颖，除了爆米花、鸡蛋糕、
热豆腐等传统小吃，这里还有近些年流行起来的
现磨咖啡、慕斯蛋糕、冰糖烤梨等，一批年轻商户
选择在传统集市里“逐梦”。

“前些年，我在红星西路开了一家咖啡馆，因
为缺乏经验以及其他因素，门店经营了三年后无
奈关门。后来我听从父母的安排，找了一份工作
踏踏实实地上班。直到胡营大集火了以后，我按
捺不住内心的悸动，在大集上开了一家手冲咖啡
摊。别人都说这与大集上的萝卜、白菜、大葱格
格不入，但这未尝不是咱们年轻人的态度，为传
统农村大集注入些新鲜的血液。”作为一名00

后，年仅24岁的市民小王谈及自己长达6年的
创业之路，未曾想到最终与看似毫无瓜葛的乡村
大集完成了梦想的闭环。

也正因为年轻人的生活习惯，胡营大集人流
最集中的时间与其他集市也有所不同。每天下
午4点，美食摊贩开张做生意，到了傍晚时分，慕
名而来的食客们在此大量聚集，在网红美食的指
引下，年轻人开始寻找味蕾上的满足。“传统意义
上的胡营大集是农历逢二、逢七，每到此时，大集
上会聚集大批售卖瓜果蔬菜的商贩。”家住胡营
社区的市民李大姐告诉记者，但是随着互联网传
播效应的影响，传统的胡营大集迎来改变，农资
产品越来越少，网红美食则越来越多。现如今，
胡营大集更像是一个夜市，每天晚上都有大批年
轻人在此聚集，品尝美食的同时，享受别样的都
市夜经济。

腊月里年味浓。在农村，赶集是大事，尤其是临近春节，大
集里愈发热闹。

1月21日早晨，在任城区喻屯镇东邵公交站点，等待52路
公交车的人们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刚刚赶完大集，每个人的
手里都拎着沉甸甸的年货，有新鲜的排骨、五颜六色的糖果，也
有用草绳捆着的嫩绿芹菜……

与此同时，十里八乡甚至城市里的市民还在从四面八方赶
来，因为热闹红火的大集刚刚在冬日的暖阳里苏醒。位于喻屯
镇东邵这里的农村大集，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忙年的人们
慕名而来。

有人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场景如何翻新，大家对年味的
感知，往往都是从购买年货开始的。特别是在农村大集，露天
集市上，水果、蔬菜、肉类、零食干果、春联福字等年货一应俱
全，让人目不暇接。在这里，熟悉的人间烟火气和浓厚的年味
在人群之中涌动、蔓延。

喻屯镇东邵集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虽然没有详细
的资料介绍东邵集的具体由来，但可以推测，东邵集的形成与
运河、当地的交通位置以及经济活动密切相关。据村里老人
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邵集就已经很有规模，成为周边几
十里最大的集。每逢农历二、七，十里八乡的乡亲都会来这里
赶集。52路公交车通到东邵村后，城里来赶集的人也逐渐增
多，既能买到新鲜便宜的瓜果蔬菜，又能感受集市文化。

便捷的交通路网、不断增多的私家车，已经打通了城乡集
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是干净整洁的城区菜市场，还是烟
火气十足的农村大集，它们都是中国生机勃勃的最佳注解。

“走过路过别错过，可爱的玩偶有没有需要的？”1月18
日，任城区李营街道平店集有一位特殊的摊主，年仅10岁的他
正在卖力地吆喝。“阿姨，你要不要玩偶？可以随便看看，有喜
欢的我给你便宜点。”小朋友有礼貌地询问记者。

看着小摊主热情地推销，记者便在摊前驻足挑选。孩子
的母亲张女士告诉记者，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对集市的概
念很陌生。为了让孩子感受农村大集的新年氛围，她专门想
到这个办法，让孩子来集市摆摊，既能体验大人赚钱的不易，
也能锻炼孩子的社交能力。

“这些是我专门给他批发的玩具，让他感受一下被人讨价
还价的滋味。刚才有位奶奶讲价很厉害，可把孩子难为住了，
13元进货的玩具，10元就被买走了，我全程没有参与，让孩子
自己做决定。我们小时候，物资不充足，对集市有渴望，但现在
的孩子吃穿不愁，让他换一种方式感受生活，相信这样的体验
会让孩子铭记在心。”张女士笑着说。

小摊主牛牛对当天的销售情况很满意，他为赚到的钱做好
了规划，“我现在已经卖了一百多元，还剩下不少玩具，一会儿

还能卖不少。妈妈快过生日了，我想用今天赚的钱给妈妈
买件衣服、请妈妈吃顿饭，再给奶奶发个小红包。”

张女士告诉记者，如果东西卖不出去她也
帮孩子想好了“退路”，可以教给孩子将货品拍

照挂到网上。“现在线上线下销售都很方
便，让他知道这种销售途径的多样

性，看看哪一种更加方便快捷。”
张女士说。

“相传这里曾接驾了康熙皇帝，故而得名‘接驾庄’，后更
名为‘接庄’。”在一家现场制作鸡蛋糕的摊位前，经营者在为
等待蛋糕出炉的小朋友们讲述接庄街道的由来。1月21日，
农历腊月二十二，济宁高新区接庄大集如期而至，不少家长
带着孩子慕名而来。

作为济宁城区名声在外的乡村集市，接庄大集上有着齐全
的商品种类，尤其是肉禽水产以及蔬菜水果，这里不仅聚集了
大批“自卖头”的庄稼人，还有大批开着卡车售卖农产品的商
贩。“这车蜜桔我是从江西直接拉来的，一共25吨，在水果批发
市场卖了一多半，在大集上再处理一下尾货，价格特别便宜。”
蜜桔经销商郭老板告诉记者，他售卖的蜜桔价格为10元6斤，
据他透露，乡村大集上的水果之所以便宜，大多是从水果市场
销售后的尾货，虽说新鲜程度有所差异，但是近一倍的售价差
距仍然吸引了大批顾客。

除了蔬菜水果，接庄大集还聚拢了大批销售肉禽水产
的商户。“我在城里居住，市场上很难碰到卖鲜活鲂鱼的
商户，今天在接庄大集看到了，一下子买了10条，家
里的老人孩子都爱吃。我经常逛接庄大集，这
里能买到很多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东西，比如
说老母亲爱吃的手工煎饼、老婆爱吃的
辣椒酱，还有孩子爱吃的特色卷
饼。”市民苏大哥在接庄大
集满载而归。

赶 大 集 置 年 货

烟火升腾年味浓
春节悄然临近，人们开始忙着置办年货，城区各个大集上

人头攒动。在一部分人眼中，儿时那充满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的农村大集，才是记忆中过年的真正序曲。

“那时候天还没亮，父母就轻手轻脚地起床，父亲在院子里
忙碌，将家里准备售卖的农产品一一搬到马车上，而母亲则缓
缓来到我的床前，温柔地唤我起床。”年过五旬的老唐回忆起儿
时的大集，仿佛瞬间又回到了那段时光。老唐说，虽然外面寒
风刺骨，但那种对大集的期待，却让他的心里被兴奋填满。

“在家里简单吃过早饭，我就会跟着父母踏上赶大集的
路。”老唐告诉记者，他老家在菏泽郓城农村，赶到集市时，天已
经大亮。“集市上人头攒动，摊位一个挨着一个，像一条条长龙
蜿蜒在集市的各个角落，一眼望不到头。这时候，我父亲就会
给我买上一根甘蔗，让摊主砍成几段。我拿着甘蔗一边咀嚼，
一边逛集，甘甜凛冽的汁水在口腔里蔓延，这对于平时吃不到
什么零食的我而言，就是珍馐美馔，童年的大集也如同这甘蔗
汁一般让人难忘和留恋。”

老唐说，那时候的大集上，售卖各种各样的现做美食，热气
腾腾的炸丸子、小巧玲珑的馄饨、红彤彤的糖葫芦、香气扑鼻的
炸麻花……这对于一个小孩而言，充满了诱惑。尝过美食后，
就开始观看娱乐节目，有在空地上练杂耍的，也有搭好戏台唱
大戏的。作为孩童的他，则兴奋地在集市里跑来跑去，被各种
新奇的玩意儿吸引着。

“长大以后在城市里生活，好久没有逛过集市了，所以今天
带孩子来集上逛逛，让他也体验一下我的童年。”老唐笑着说。

爆汁的甘蔗

甜蜜的童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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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邵集

近郊赶集乐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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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营大集

年轻人在传统集市里寻梦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万德龙

接庄大集

这里有其他地方
买不到的好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