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媛媛：
这是我和老公领结婚证后过的

第一个春节，跟着他回老家过年。

主持人：
他的老家在哪里？

媛媛：
临海市涌泉镇。婆婆说，早

在除夕前的好几天，家家户户就开

始做年糕和麻糍，为过年做准备。

完成了当地的传统风俗——谢年，

大家 就 开 始 安 安 心 心 地 等 待 除

夕的团圆饭，准备迎接新一年的

到来。

主持人：
在外过春节感觉怎么样？

媛媛：
说真的，从小在城里长大的

我，已经好久没体会过这样热闹

的年味了。老公说，一年一次，放

个鞭炮热闹一下。我却童心未泯，

在各式各样的烟花爆竹里，独独

钟情一种烟花“雪雪花”。闹腾了

一番后，我跟着老公沿着中央大

街边走边看，不少有孩子的人家，

已经开始上演讨压岁红包的保留

节目。

主持人：
那边是怎么讨压岁红包的？

媛媛：
三四岁的孩子跪在地上，嘴里

说着吉祥话，拱手作揖向长辈们要

红包，这样的景象真是有趣极了。

回到家中，我们和家里人一边收看

《春节联欢晚会》，一边话家常，等

待新年钟声的敲响。

主持人：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风俗呢？

媛媛：
大年初一，婆婆早早起来在厨

房张罗敬碗茶。敬碗茶是当地的

习俗，家家户户都会搬出八仙桌，

铺好绣满龙凤百花的红底桌布，摆

上清茶、水果，向各方敬拜。敬碗

茶落定，大家就走出家门去爬村后

的高山，寓意步步高升。

领证后的第一个春节
体会他乡不一样的年味

Q说说大小事
聊聊烦心事
侃侃新鲜事

138600110橘子：
家里明明没人，却被楼下投诉

大半夜发出噪声。你猜怎么着？

主持人：
是什么原因？

橘子：
前几天，四楼住户在楼道微信

群里发了一条信息，喊话我们：“都

晚上 10 点了，能不能不要玩弹珠、

唱歌了？太扰民了！”我看了投诉

回复说：“你可别吓我，我全家都回

乡下了，没人在家。”

主持人：
没人在家怎么会这么吵？

橘子：
难道是家里进了小偷？我赶

紧联系小区物业，麻烦保安到我家

看个究竟。

主持人：
结果是什么情况？

橘子：
保安到了之后，确实听到我家

传出了歌声等各种声音。我将家

里的密码告诉保安，让他进门看

看。保安进门后立刻傻了眼：竟然

是智能家电打开了，智能家电们正

在家里“开派对”呢！

主持人：
智能家电怎么会无故启动？

橘子：
可能出现“智障”了，之前家里

的智能电视和天猫精灵经常莫名

其妙对话，但我还是觉得智能家电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有

些功能很方便，比如家里老人会问

时间、天气预报，或者简单播放音

乐，有时候“智障”就“智障”吧。

主持人：
看来，智能家电在方便生活的

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智障”行为。

橘子：
是的。我买了智能电视，我妈

又买了一个天猫精灵放在电视机

前。播放电视时，电视里面的声音

会被天猫精灵捕捉，天猫精灵就这

样跟电视机对话起来。有时，电视

里的人说了句“我们去唱歌吧”，天

猫精灵就会开始播放歌曲，或者回

应“主人，我没听懂，请你再说一

遍”，特别搞笑。

主持人：
智能电器也给你们的生活增

添了不少乐趣。

橘子：
嗯嗯。这些所谓的智能家电，

使用之前还得先把自己的普通话

练好。

主持人：
怎么说？

橘子：
之前，我给父母买了一个智能

音箱，本来想着老人没事可以跟智

能音箱聊聊天，而且通过语音可以

控制灯光，父母起夜开灯比较方便，

但父母普通话不标准，经常鸡同鸭

讲，完全不听指挥，甚至还会吵起来。

主持人：
你们家有多少智能家电？

橘子：
我是智能家电的忠实爱好者，

家中配置了大量智能家电。大大小

小有四五十件吧，都可以在手机上

操控。比如，我从单位回家之前，就

可以把家里的空调打开。即使我

不在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查看家里

的监控，开关灯、开扫地机器人等。

不过，很多所谓的智能家电都是伪

智能，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没人在家却被投诉扰民
原来是智能家电“开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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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接过
年货采办权

梅子：
春节置办年货是家家户户的必

修课。

主持人：
是的。置办年货已不仅仅是一

种节日习俗，也反映出生活和消费

的变化。

梅子：
过去置办年货都是家中长辈负

责张罗，可是现在这一情况悄然发

生了变化。

主持人：
有什么样的变化？

梅子：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过了

家里的年货采办权，同时网上购买

年货愈发流行。

主持人：
今年，你也参加购买年货了吗？

梅子：
是的。我是“00 后”，还在读大

学。放假回家后，我就主动接过了

年货采办权。家里列好年货清单，

我根据这份清单买就可以，有些还

能按照自己的口味来。

主持人：
都是网上购买的吗？

梅子：
有些网上买，有些去超市买。

前段时间举办的年货节，我就在各

个网红主播的直播间到处逛，买了

好多年货。有衣服、鞋子、空气炸锅

等生活用品，也有巧克力、牛奶、坚

果等零食，共下单 12 件年货。在线

上买东西更方便，直接送到家门口。

主持人：
过去是家长们负责张罗年货，

如今你们年轻人也加入置办年货的

队伍。

梅子：
是的。我在超市、副食品店、商

场等看到，年货购置的群体年龄明

显下降，很多“90 后”“00 后”已经成

为家里置办年货的主力。

主持人：
你 今 年 怎 么 会 想 到 去 置 办

年货？

梅子：
放假回家后，得知父母没时间

购买年货，我就主动接过了年货采

办权。除了开启线下“买买买”模

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年货购买

渠道搬到了线上，如膨化食品、坚果

之类的都是通过网上购买，在网上

下单更便捷。我身边的几个朋友都

说，从春联、食材到新衣服，今年全

家的年货，基本上是她们买的，父母

觉得很满意。

随心:
春节期间，各大超市、卖场内

处处洋溢着年味。我成了超市的

常客，在“买买买”的时候，也没忘

记做好个人防护。

主持人：
春节假期，商场超市里涌动着

置办年货的市民，汽车站火车站聚

集着归心似箭的旅人。欢乐过节，

安全为先。在热闹“忙年”的喜庆

氛围中，确实不能忽视安全，注重

防护是对自己负责。

随心：
除了购置一些与兔年主题相

关的春联、红包外，零食是我最爱

的一类年货。

主持人：
家里都准备了什么零食？

随心：
家里备足了坚果和粮油，逛超

市主要是给孩子们买零食，小孙子

喜欢吃糖果，儿子爱吃杏脯和话梅

干。采买年货的同时，我也没忘了

给家里囤点消毒水和口罩。虽然

阳过了，但我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

做好个人的防护工作。

主持人：
是的。你做得很好。

随心：
采买年货时，我都会尽量避开

高峰期，选择正规的、防控措施落

实较好的超市。每次出门，我都

会戴好口罩。为了减少在超市的

逗留时间，我还会在出门前列好

购物清单，缩短选购商品的时间。

在生鲜区挑选肉类时，我会给双手

套上干净的塑料袋，避免直接触碰

生肉。

主持人：
你很有一套规范防护措施。

超市买来的年货，拿回家后怎么处

理呢？

随心：
一些可以重复利用的环保购

物袋，我会用酒精或消毒液擦拭一

遍，然后放到阳台外通风。至于

糖果、杏仁等有外包装的果干，

直接去掉包装袋；新鲜蔬菜则用

自来水反复冲洗后再加工；水果尽

量去皮吃；肉类统统煮熟煮透后再

食用。

主持人：
你的做法值得学习。我们还

是应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忙年”也不忘安全
晒晒网友采买年货的防护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