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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府老百姓逢年过节最爱赶

集 ：热闹红火的年味大集，锣鼓

喧天的非遗集市，“二月二”“四

月八”等时间点举办的物资交流

会……有的人赶的是情怀，有的人

买的是生活，有的人找的是回忆，

有的人凑的是热闹。熙熙攘攘的集

市，散发着令人沉醉的烟火气，也

让赶集成为一项备受人们青睐的

消费活动。如今，“赶集”已然成为

年轻人社交圈里的热词，也为推动

城市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增添

了活力。

新面孔 ：年轻人爱上赶集
    

既逛集又练摊 

从“特种兵”式的高强度旅游，

到开盲盒式的“City Walk”（城市

漫步），再到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赶

集……如今，年轻人赶大集蔚然成

风，在为传统集市注入活力的同

时，也带动了本地消费。

“30 块钱买了条秋裤外加一双

棉鞋，真划算！”前不久，专门乘坐

16 路公交车从市区到陈仓区县功

镇逛大集的“00 后”姑娘林欣，开心

地与家人视频通话分享着。不到上

午 10 点，原本宽敞的街道就已人

山人海，叫卖声此起彼伏。“大集热

闹又有人情味，这种氛围在商场里

可找不到。”一对正在逛集的年轻

情侣说道。

“以前是全家出动去赶集，现

在是和朋友一起吃喝玩乐逛集。”

渭滨区“90 后”青年侯雪告诉笔者，

今年她和朋友相约去逛附近的集

市，“还是小时候的感觉。”

爱赶集的年轻人多了，赶集摆

摊的年轻人也多了。近几年，红火

的大集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入驻”，

寻找新的商机。“老板，来 4 份甑

糕！”摊主杨小强麻利地分装打

包，出摊不到 3 小时，一锅甑糕就

售空了。今年 30 岁出头的他，已经

卖了 9 年甑糕。他说，自己平时在

市区摆摊，逢年过节也会追着“集”

赶，“现在摆摊的年轻人不少哩，集

上人多，我就在包装上贴了微信二

维码，算是开拓新市场。”

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鸡鸭鱼

肉瓜果蔬菜的摊位间，新奇别致

的商品自然更吸引人眼球。这边

的家长为孩子买了个威风的“雉

鸡翎”戴上，那头的年轻人给自己

选了个新中式的红色发饰，两位

“85 后”摊主忙得不可开交，“我们

是按自己的喜好进的货，想着年

轻人应该会喜欢。”样式活泼的新

鲜货，吸引不少人驻足，也有不少

中老年人前来问价，不少人觉得，

这些年轻人喜欢的玩意新奇有

趣，很有意思。

不管是卖菠菜挂面的“90 后”

姑娘，还是卖油糕的年轻夫妻，在

被问到为何选择在大集上出摊创

业时，他们有着共同的回答 ：低成

本、低门槛，还有集市密集的人流

和巨大的市场。于是他们卖新货、

出新招，为古老的集市注入新鲜

力量。 

新需求 ：多样化选择  土
特产走俏

笔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赶大

集的传统没有变，但集市上的经营

品种、供求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如

今，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集市上

买卖的商品跟以前大不相同，这也

是市场需求更加多样化的体现。

“之前，我们的白馍都是 50 个

起卖，现在大家条件好了，不再只

把馍当主食，我们就推出了小包

装，卖得也挺好。”凤翔区陈村镇集

市上一家馍店老板说。在县功街道

经营酥糖糕店的王永永，逢集便会

和妻子出摊，“我们卖油糕已经好

多年了，有的顾客吃腻了白糖馅

的，我们就推出了红豆、花生馅的

新口味，逢集每天都能卖出几百

个，平时销量也不错。”

集市上的商品种类与包装规

格推陈出新，商户卖得开心，消费

者也买得舒心。“以前来逛，看到阿

姨摆摊卖带泥的菜，会觉得不卫

生，现在集上的菜大多是‘择’过

的，看起来干净整洁多了。”麟游县

两亭镇一家蔬菜摊位前，一名带着

孩子赶集的市民饶有兴致地挑选

着菜品。

在“净菜”成为市场新选择、精

致包装更受大家欢迎的同时，土

特产也成为备受青睐的“新潮”产

品。“听说这里的‘晁金耳’很有名，

往年过节都是送坚果、白酒，今年

就想着给老人买点健康养生的礼

品。”家住宝鸡高新区的陈女士告

诉笔者。今年，她专程开车到渭滨

区高家镇晁峪村的集市上购置了

不少货品，其中就有父亲心心念念

的金耳。家住陈仓区的陈阿姨则带

着孙女逛了宝鸡多个集市，“咱这

周边村镇的集市各有特色，像麟游

的血面条、县功的麻花，还有陈村

的羊血，赶集嘛，就是要买到每个

地方最具特色的东西招待亲友。”

土特产不仅在乡镇大集上走

俏，在城区集市上也颇受欢迎。据

统计，2024 陕西省供销社系统年

货节暨宝鸡年货消费节举办期间，

天缘醋、凤阁岭苹果、凤县干货、天

香坊蒸碗供求火爆，社火脸谱、木

版年画、泥塑以及虎头帽等非遗商

品也很畅销，7天时间，21 个展区、

千余种产品实现销售额 362 万元。

新形式 ：“云上”赶大集 
“集市+”很火热

近两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人集聚在乡镇，为集市带

来许多人气，借着短视频“东风”，赶

集这一习俗也重获人们关注。

不久前，在陈村镇的集市上，

72 岁的凤翔籍退休英语教授乔骏

骐，在网络平台用流利的英语向网

友讲述家乡大集的由来与沿袭。如

今，集市上“云端”已成为一种趋

势，不少市民在赶集逛会的同时，

用手机记录着集市上的“新奇特”，

在网络平台的曝光量猛增。不少自

媒体和主播也嗅到了集市的“流

量”，采用直播、短视频等方式带着

网友“沉浸式”地赶大集。

“我们今天在宝鸡跟着密密麻

麻的人群，挤进了一个大集，走，一

起去逛逛！”去年 4 月，一知名美

食博主从外地人和“90 后”的双重

视角记录了宝鸡的秦腔大戏和美

食大集，视频获得了近 600 万的播

放量。“离乡千里读书，没想到在网

上看到了家乡的集市，希望宝鸡的

美食和文化能被更多人看到！”宝

鸡网友在评论区感慨道。

集市搭台，文旅唱戏。乡村大

集不仅好戏连台、商品交易繁忙，

还经常举办民俗表演、售卖手工艺

品，成为展示民俗文化的魅力之

窗。“刷抖音看到这里有泥塑大赛、

打铁花表演和大集，就专程过来转

转。”来自咸阳的游客刘先生告诉

笔者，他在集市上吃到了地道的豆

花泡馍，还给孩子买了些非遗泥

塑，“这比网上看到的还热闹，体验

非常好。”2 月 20 日这天，凤翔区

城关镇六营村游人如织，不少游客

慕名而来，逛文创大集，看泥塑绝

活、看社火游演，解锁吃喝玩乐一

站式的体验。

民俗大集的人气爆棚，离不开

线上渠道的预热和推广。六营村党

支部书记廖卫军介绍说，他们在抖

音等平台提前十多天就开始做活

动预热，吸引了不少网友点赞评

论，同时，“中国泥塑第一村六营

村”抖音号也进行了同步宣传，巧

用互联网平台扩大活动的影响力

与辐射力。

除了将特色美食、戏曲演出、

非遗文创及农特产品展销融于一

体，在特定的节日或是文化活动节

点，我市还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各类新型集市，像市区长青路口

的地摊集市，吾悦广场、茵香水镇

等地的后备箱集市，以及各县区

村镇不定期举办的公益集市……

热热闹闹的大集既接地气又有人

情味，也让“集”的意义不仅限于物

资交流，更兼具了社交属性和娱乐

功能，成为展现地域文化和民俗特

色的重要场域。千年大集百味留，

带旺城乡烟火气。现如今，传统大

集上的新风尚、新形式吸引着更多

人乘兴而至，让本就具有多重功能

的复合型集市影响力与日俱增。所

以，今年你赶集了吗？

瞭望乡村新貌的窗口
甘泉

曾经，集市是农村最热闹的
地方。每逢赶集的日子，人们扶
老携幼，三五成群，从四面八方
聚拢到集贸市场，或购物、或交
友、或娱乐、或聚会，不亦乐乎。

然而，因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留在农村的年轻人一度越来
越少。再之后，随着淘宝、天猫、
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的崛起，网上
购物风靡一时。受此影响，农村
集市不但人气大减，也少了许多
热闹、朝气和时尚。

如今，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深入实施，农村旧貌换新颜，焕
发出新的活力，“留乡”“返乡”的
年轻人日渐增多，农村集市重归
昔日的喧闹，年轻人赶集、年轻
人摆摊成为集市新的“灵魂”。

年轻人的消费观多偏时尚，
集市上摆的自然不是地摊货，他

们“买”和“卖”的商品多样且独
特。他们甚至专门淘一些独一无
二的物品，不但大大增加了体验
感，还能满足不少人对新鲜事物
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使得农村
集市越来越有吸引力。特别是
随着科技、文化和媒体平台的
创新发展，许多乡村大集甚至
成为网红大集，并通过抖音、快
手等网络平台进行直播，用接地
气的产品与氛围增加流量，吸引
不少城里人跑到乡村大集上“蹭
热闹”“淘宝贝”，带火了当地不
少农特产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集市就像
一扇瞭望乡村的窗口。透过这个
窗口，我们看到了农村的发展变
化，也感受到了时代的脉动。无
疑，乡村的持续振兴，给人们带
来了新的希望。

百姓
注关 ■ 杨妮

传统集市上的                 新潮范儿

集市上的新中式发饰很受年轻人青睐

三代人一起逛集市，感受热闹的氛围。

给孩子买个威风“雉鸡翎”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