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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沈天舟

跨越 4000 多公里送去 50 公斤
年糕，这是宁波“小汤圆”对新疆
军区某团官兵的爱，也是一份深厚
的鱼水情谊。

昨日上午，一场特殊的打年糕
活动在海曙区王升大博物馆拉开序
幕，来自宁波市中原小学“祥榕中

队 ” 的 40 余 名 学 生 制 作 “ 年 糕
鱼”、写福字，送给远在新疆戍边
的“最可爱的人”。

走进活动现场，一股米香味扑
面而来，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有的
将年糕揉成团分发，有的用模具将
年糕压制成“鱼”状，有的用红曲
给“年糕鱼”点上眼睛⋯⋯热闹非
凡，年味十足。

“无年糕不成年，对宁波人来说，
年糕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美食。春节将
至，我们也想把这份美味送给戍边官
兵。”学生吴俊萱告诉记者。

这份横跨甬疆两地的军民情，

结缘于去年“六一”儿童节。当时
在海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牵线
下，宁波市中原小学“祥榕中队”
的同学给边防官兵写了 43 封信，
官兵们用真挚热忱的笔触给他们回
信，分享军营生活的同时，勉励同
学们勤奋学习，还送了一面曾在该
团军营中升起过的国旗。

这样暖心的互动让同学们备受
鼓舞，他们也和书信往来的官兵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王叔叔，我在
宁 波 给 你 做 年 糕 ， 希 望 您 能 喜
欢！”“李叔叔，您在边防站过得好
吗？祝您新年快乐”⋯⋯昨天，孩子

们面对镜头，用一句句情真意切的
祝福表达了对戍边战士们的敬意。

“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我们
想用宁波美食、宁波方式给边防战
士带去一份宁波温度。”海曙团区
委相关负责人说，希望借助此次活
动，能够把这份特殊的军民情谊延
续下去，也在孩子心中种下一颗拥
军爱国的种子。

据悉，这批年糕共 50 公斤，将
于近日寄出，需要 20 天才能运抵新
疆军区某团边防站，官兵们有望在
春节前吃上这份来自东海之滨的美
食。

跨越四千多公里的新年问候

宁波“小汤圆”给戍边官兵送去甬味美食

通讯员 何 洁 乌雯雯
记 者 沈莉萍

“ 我 们 认 种 的 阿 克 苏 苹 果 来
啦！”近日，宁波市奉化区江口中
心小学师生收到 220 箱阿克苏冰糖
心苹果。“我的这个更大更红！”学
生们兴奋地围在“苹果墙”边，手捧
红彤彤的大苹果，共同分享喜悦。

2022 年的植树节，江口中心
小学学生参加了“我有一棵树，长
在阿克苏”浙江公益援疆助农扶农
公益植树活动，用义卖所得善款认
领了 33 棵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树。
该校 501 班班主任张丽超还特地组
织了“我有一棵树 长在阿克苏”
主题班会活动，让学生们了解开展
援疆助农扶农公益植树活动的意
义。其间，学生们用爱心义卖活动
所得加上平时积攒的零花钱，在新
疆阿克苏的柯柯牙地区种下一棵班
级 苹 果 树 ， 还 给 它 取 名 “ 爬 山
虎”，希望它为荒滩戈壁添绿，帮

助果农增收。
当年 12 月，学校首次收到来

自阿克苏的 330 箱冰糖心苹果。
第二次收到来自阿克苏的苹

果，孩子们都非常高兴。“第一次
收到阿克苏苹果我们每人分到好几
个，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吃，他们
都觉得很甜。这次刚收到苹果，大
家 都 抢 着 尝 味 道 ， 还 是 又 脆 又
甜！”501 班学生张明轩笑着说。

吃过苹果的第二天，该校就组
织了“我有一册书 赠与阿克苏”
大型图书捐赠活动。501 班的学生
们积极响应，纷纷拿出自己喜爱的
书籍，随之赠上的还有他们一笔笔
写 下 的 对 阿 克 苏 小 伙 伴 的 祝 福 。

“孩子们希望这些书籍能为阿克苏
的小伙伴送去精神养分，让他们不
囿于山野、沙漠，成长为更茁壮的

‘苹果树’。”张丽超说。
爱心图书捐赠活动共收到图书

1117 册，已通过奉化区教育局寄
往阿克苏。

甜蜜来自新疆阿克苏
奉化区江口中心小学师生收到220箱冰糖心苹果

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崔宁

“菜市场”与“年轻人”这两
个词，看似八竿子打不着，其实不
然。

“不会只有我，出去旅行喜欢
逛当地菜市场吧！”大学生苗苗的
照片库中有南京科巷菜场、杭州大
马弄、北京三源里等网红菜市场，
她认为，逛菜市场才能了解当地的
生活与文化，菜市场里有独特的人
间烟火气。

同苗苗一样喜欢打卡菜市场的
年轻人很多。纵览各大社交平台，

“菜市场打卡笔记”“菜市场收获
记”等内容点击量颇高，“菜市场
漫游指南”话题也持续引发热议。

作家汪曾祺曾说，到了一个新
地方，他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
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
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
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行动着，
有一种打卡叫逛菜市场，有一种旅
行方式叫“菜市场旅行”。

小小菜市场，能抚凡人心

《舌尖上的中国》 导演陈晓卿
曾说，了解一个城市的最好方式，
是去看它的菜市场。

白领研欣热爱美食。在她看
来，宁波的美食藏在路边街角、自
带“锅气”的“苍蝇馆子”和小摊
小贩。位于世纪东方广场地下一层
的阿拉好菜场，便是她经常觅食的
地方。

1 月 12 日下午 1 点，阿拉好菜

场人气颇旺。记者看到，这个菜市
场不只是卖蔬菜海鲜、肉禽蛋类等
常规食材，还将一众小吃“搬”进
了档口，兼具菜市场和小吃集市双
重功能。档口里，大厨们飞舞着锅
铲；档口前，食客们排排坐，大快
朵颐。

来一份螺蛳粉，点一份鸡柳，
再加一瓶饮料，研欣迅速给自己安
排好一顿丰盛的午餐。回家路上经
过陈阿姨的蔬菜水果摊，她顺手买
了些新鲜蔬菜，又买了一盒红艳艳
的草莓，满载而归。

“去年开始，逛菜市场的小年
轻越来越多，还有不少带外地口
音，举个手机咔咔拍照。我经常给
这些年轻人指路呢。”陈阿姨整理
着摊位上的瓜果，笑脸盈盈。

当天下午 4 点半，联丰菜市场
开始涌入大批前来采购食材的顾
客，年轻面孔不在少数。

记者在现场遇到了正在宁波
Citywalk 的大学毕业生小梁。他计
划在工作前放肆玩一回，于是从安
徽出发，一路玩到了宁波。

“我喜欢漫步在街头小巷，流
连于商贩之间，在此起彼伏的叫卖
声中，寻一份热气腾腾的小吃，菜
市场能满足我的大部分需求。所
以，每到一座城市，我就要去打卡
当 地 的 菜 市 场 ， 在 宁 波 也 不 例
外。”小梁说。

年轻人与菜市场的双向奔赴

当年轻人走进菜市场，菜市场
也敞开怀抱，主动拥抱年轻人。

曾几何时，菜市场更多被看作
一个生活附属场所，有些甚至被贴
上“脏乱差”的标签。但如今，全
国有不少传统菜市场走上突围之
路，打造出兼具烟火气与时尚的新
型集市，并强势破圈，成为一座城

市对外宣传的“新名片”。
记者菜市场走访宁波部分菜市

场发现，有些菜市场虽“蜗居”于
老旧小区，却已通过基础设施改
造、数字化赋能、环境卫生管理
等，实现华丽转型。

“目前，菜市场内日均客流量
1300 人次，年轻顾客占到三成。”
海曙区高塘菜市场相关负责人表
示，菜市场正联动社区、企业等开
展各类适合年轻人参加的互动活
动，以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菜市
场看新变化。

经营者也在花心思揣摩年轻消
费群体的喜好、需求甚至消费心
理，想要实现“流量变现”。

两个月前，“尤姐水饺”入驻
联丰菜市场。“这里环境好、地理
位置棒、客流量大，年轻人还多，
我开始琢磨怎么吸引年轻人，最后
决定开发新品饺子皮。”经营户尤
女士说。

在她的摊位上，火龙果、菠
菜、南瓜等口味的饺子皮，配上每
天新鲜做的肉馅，包出来的饺子五
颜六色，既好看又好吃，吸了不少

“年轻粉”。
华 严 菜 市 场 自 更 新 升 级 后 ，

打出“一半海洋，一半烟火”的
新口号。“我们菜市场虽有着近 30
年历史，但一直思考如何通过创
新来吸引年轻人。”菜市场相关负
责人说。

记者在菜市场入口处看到，混
合海鲜、蔬菜和咖啡味道的“菜市
咖啡”引得市民、游客争相打卡。
在社交媒体上，新开的“二佬粽
子”已经一跃成为网红店。

让菜市场成为城市新地标

“菜市场旅行”的不只是年轻
人，不同年龄段游客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不约而同地说：“旅行时有
去当地菜市场的习惯。”

宁波东海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汪
雅对“菜市场旅行”的流行，并不
觉得意外。她认为，这是供给与需
求双发力的结果。

从需求端看，感受不同地方的
风土人情，是旅行的重要意义。菜
市场则是了解当地生活方式、历史
传承和人情世故的相对快捷的场
所。还有部分人喜欢逛菜市场，是
为了借助烟火气，抛开忙碌的工
作，让生活变得简单起来。

同时，菜市场不仅有烟火气，
还很有性价比。对于追求高性价比
消费的年轻人来说，颇具诱惑力。

从供给端看，菜市场已分化出
“市场+餐厅”“市场+文旅”“市
场 +政 务 ” 等 多 种 模 式 ， 儿 童 游
乐、美食餐饮、文创休闲等多种业
态集聚。更加有人文气息、更加智
慧化和多元化的菜市场消费场景可
以很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获得
年轻人的青睐。

一些菜市场甚至成了当地城市
的地标，例如拥有七彩饭、舂鸡
脚、烤乳扇等小吃的昆明篆新农贸
市场，被演唱会经济带火的衢州松
园菜市场，触及年轻人“知识盲
区”的普洱五一市场，还有桂林黑
山早市、深圳荷花菜市场等。

“宁波的菜市场有发展潜力，
但想要成为城市新地标，还需要从
产品质量、人文关怀、业态布局等
方面下功夫。”汪雅说。

一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提
醒 ， 在 “ 菜 市 场 旅 行 ” 热 潮 中 ，
朴实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容易被商
业化所稀释。但亲切感和烟火气才
是菜市场的内核，只有守住淳朴的
初心，把“流量”变“留量”，才
能让菜市场成为城市“人气”地
标。

在宁波，
年轻人爱逛的菜市场长啥样

昨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妙”会节在鄞州潘火街道潘火桥社
区蔡氏宗祠南广场举行。热气腾腾的传统美食、琳琅满目的非遗
手 作 、 精 彩 纷 呈 的 舞 龙 演 出 ，为市民提供了一场独特的新年庙

会，吸引了众多市民。
“妙”会节活动，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

互动交流的平台。 （唐严 陈小如 章媛 摄）

““妙妙””会节上龙翻腾会节上龙翻腾

记者 孙 肖

这两天，宁波的气温和阳光
“ 开 足 马 力 ”， 昨 天 最 高 气 温
19.9℃ ， 预 计 今 天 最 高 气 温 达 到
22℃。

以往宁波 1 月中旬的平均最高
气温只有 9.3℃，最高气温达到这
两天的水平一般要到 3 月了。今年
天气这么暖和，那些刚下单的大棉
袄和羽绒服岂不是白买了？好在答
案是否定的。据市气象台消息，虽
然今天温暖还会继续，但好天气却
要按下暂停键了。

今 天 早 晨 最 低 气 温 在 6℃ 上
下，白天在阳光和南风的努力下，
最高气温将上升较快，会达到本轮
升温的最高点 22℃，虽然体感温
暖舒适，但昼夜温差较大。

冬季的异常升温往往预示着冷
空气的到来，今天夜里宁波的云系
就会增多，风力也有所增大，明天局
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零星小雨，气
温下跌明显，暴跌 10℃以上，宁波
的最高气温回归至 10℃。今天夜里

到后天白天沿海海面有 7 级至 9 级
偏北大风，请注意防范。

冷空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明天
下午起雨水逐渐停歇，好天气又会
逐步回归，气温也会有所回升，1
月 18 日、19 日，宁波最高气温再
次冲击 20℃以上。

一场久违的降雨过程将出现在
1 月 19 日至 20 日。预计随着强劲
的西南暖湿气流与南下的冷空气碰
撞，形成大范围的降雨和降温天
气。降雨的持续时间更长，雨量更
加明显，气温抬头的趋势将被冷冷
拍下，天气发生冷暖逆转。1 月 20
日起，宁波的气温将回归“个位
数”，最高气温仅 8℃。

未来气温大起大落，对于习惯
了温暖天气的市民来说，人体的耐
寒程度会下降，容易引发感冒，大
家要在穿着上费点心，以免过冷或
过热，谨防感冒。

此外，市气象台提醒：今天
夜里到明天早晨沿海地区局部有
雾，请注意防范；近期多晴朗干
燥天气，缺乏有效降水，干旱显
现，请节约用水；1 月 19 日后期
受到新一轮冷空气影响，又有一
次大风、降温、降水过程，请及
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合理安排
出行。

忽高忽低
宁波气温开启“过山车”模式

记者 徐卓蔚

“好不容易抢到预约名额，赶
紧来兑换。”前天早上八点半，农
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人头攒动，纪
念币、纪念钞兑换窗口排起了长
队。市民周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来
兑换“龙币龙钞”的人特别多。

从 1 月 9 日 起 到 1 月 15 日 ，
2024 年贺岁普通纪念币、贺岁纪念
钞开始兑换，宁波地区可预约兑换
的有农行、建行、交行 3 家银行。

“收藏纪念币、纪念钞已经 10
多年了，基本集齐了十二生肖。”
现场排起的长队中，拖着行李箱、
拿着背包的张先生格外显眼。他告
诉记者，预感到龙年的纪念币和纪
念钞会比较受欢迎，线上预约成功
后第一时间就来网点兑换了。

农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营业部承担预约兑
换的 3 万枚纪念币和 2.5 万张纪念
钞 在 开 启 预 约 的 当 晚 就 被 “ 抢
光”，今年的龙题材非常受欢迎。

没有抢到预约名额怎么办？银
行工作人员提醒，1 月 15 日预约兑
换结束后，若有预约未兑换的纪念
币或纪念钞，银行会开启余量兑
换，大家可以关注农行、建行、交

行这 3 家银行的官方公告。
此次“龙币龙钞”为何热度空

前？
“龙的寓意好，大家都想拿来

收藏。”市民李先生说，再加上这
次纪念钞发行面值为 20 元，收藏
门槛低，这对于广大的收藏爱好者
来说吸引力十足。

记 者 查 阅 发 现 ， 1988 年 至
今，中国人民银行一共发行了 4 次
龙年纪念币，2 次龙年纪念钞。

这次发行的情形和2000年的“千
禧龙钞”似曾相识。据了解，“千禧龙
钞”最火的时候曾涨至 3000 多元一
张，目前二手转让价格大约为1600元。

类似的，上一次龙年纪念币在
2012 年发行时，面值为 1 元，最高
时被炒到了每枚 23 元。

除了龙题材，还有 2008 年发
行的 10 元面额的“奥运钞”，也曾
拥有每张转让价格 6000 多元的高
光 时 刻 ， 目 前 价 格 维 持 在 每 张
2200 元到 3000 元。

“纪念币、纪念钞的二手交易
价格和发行量有关。”一名资深纪
念币收藏者告诉记者，纪念币的交
易价格会因为炒作而上下浮动，购
买纪念币，以纪念为主，其次再考
虑投资增值。

龙年纪念币、纪念钞爆火

市民排队兑换纪念币、纪念钞。 （徐卓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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