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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进腊月门，年味铺满集。连日来，南京各大
商超年货礼盒、年节饰品组团“上新”，年货市集上

“硬货”满满，电商平台玩出“新花样”……无论是
线上还是线下，处处洋溢着迎新年的喜庆气氛。

红红火火囤年货

1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南京金桥广场，一
进门，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售卖春联、中国结、
红灯笼等年俗饰品的商铺，吸引许多市民驻足选
购。

“采买年俗用品是我们每年迎新的‘必备节
目’，把家里装饰得红红火火的才叫过年。”市民
张晨选购了一些含有“龙”元素的窗花和对联，还
给儿子买了两个龙玩偶。

“今年‘龙’元素的各类年俗饰品都卖得很
好，比如福字、春联、彩灯、玩偶等。”商铺老板雅
南说，今年饰品的种类很丰富，单单“福”字自家
店铺就有近50款，既有传统纸质的，还有烫金、
绒布、毛绒的，都很受欢迎，“现在不少年俗用品
都出现断货情况”。

各大商超纷纷开启“年货模式”，琳琅满目的
商品与喜庆的装饰无不展现出浓浓的年味。“我
们从全球甄选出超百款年货新品，以新奇特商品
为会员打造灵感新年。”山姆会员商店南京雨花
客厅店相关负责人介绍，如迪士尼授权的魔术嘉
年华套装、888片的福禄满年新春拼图、“自由财
富号”的积木玩具等，全家参与、兼具趣味性和互
动性的新潮年货受到会员们的喜爱。

位于南京汉中门的鲜花批发市场内，各种蝴
蝶兰和北美冬青占据商铺“C位”。

“临近春节，市场内客流、销量都有所增加。”
汉中门花卉市场总经理倪志翔介绍，元旦以来，市
场切花整体采购量约150箱/天，每箱1500支，均
价2元/支，预计年三十当天采购量可达250箱。

年货市集聚人气

1月20日，南京都市圈“8+2”城市商务部门
协同举办的“2024南京都市圈网上年货节”在南
京举办。现场各类摊位前人头攒动，吆喝声此起
彼伏。在这里，市民不仅能够买到本地年货，还可
以“足不出市”购买湖南张家界、陕西商洛、青海
西宁等对口帮扶城市的农副产品。

“我们自家有一个1000多亩的农场，所有产
品都是纯手工制作，绝对不用冻品冻货。”钱记生
态酒店的摊位前围了不少人，一袋袋腊肉整齐地
摆在摊位上。酒店总经理沈峰介绍，这次来参与
市集主要是想进一步宣传品牌，让南京百姓品尝
到生态有机的新春农副产品和一些年货土特产。

不远处，一罐罐茶叶吸引记者的注意。摊主
正一边介绍产品，一边邀请市民品尝。“莓茶有消
炎、祛痰功效，像喝水一样直接饮用即可。”张家
界甘小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刚告诉
记者，由于张家界独特的地质地貌和独有的气候
条件，产出的莓茶幼嫩茎叶中总黄酮平均含量超
26%，在当地被称为“长寿藤”。“此次来南京参加
市集，主要是想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寻找新的合
作伙伴，同时也让本地市民更多了解莓茶。”

动动手指备年货

除了线下传统年货节活动，线上的年货节
也满屏年味。

“3、2、1，上链接……”在悦购钟山的年货嗨
特购直播中，主播们使出看家本领，让手工豆干、
手工粉条、天然菌菇、杂粮、农家菜籽油等苏北特
产，通过“云端”走向全国各地。“线上产品主要围
绕省内24个帮扶地区的农特产品，以地区专场
的形式开展，每场活动仅限1—2个地区产品。”
江苏钟山电商公司总经理钱晓波说，本次线上促
销活动中，商品整体毛利率从 15%左右降低至
5%—8%。

“2024年‘孩子王年货节’围绕龙年氛围，主
推过年聚餐场景、营养补充场景、儿童生活场景、
寓教于乐场景、潮酷出街场景等五大特色的各类
龙年限定款新年礼盒。”孩子王公共事务负责人
王琳说。本次年货节，参与品牌共计1000多家，
万元单品近百款，爆款单品上万款，线上线下全
渠道补贴超千万元。

“我们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多方面需求，推出
年货外卖、共享团圆餐、特价团购等促销活动，涵
盖外卖、美食、生鲜零售、酒店/民宿、丽人/生活
服务等200多个品类。其中，年货‘次日达’服务
覆盖全国2000个市县。”美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活动期间还将推出超级品牌日、超级门店日等活
动，并将在苏州、南京等城市推出超省好物节，联
合本地商户共同发放消费券。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本地的农副产品、特色
美食及文旅产品走进抖音东方甄选“百城百味
——南京专场”直播间，让更多的网民了解、购买
南京产品，以进一步释放“商文旅”多元消费新潜
能。 来源：《新华日报》

春节将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永安村出品
的一款农产品新年礼盒，行情开始走俏。“米浆、
米酒、米线、酱鸭，今年我们主打‘有福同享’，带
动了周边7个村的农产品销售。”38岁的刘松笑
着透露，去年春节礼盒卖了2000多盒，其中还包
含余杭区结对帮扶县的农产品。

刘松是永安村聘请的农村职业经理人。2020
年 9 月，他通过选聘成为余杭区第二批“乡村
CEO”。初到永安村，刘松面对的是村干部口中
没有资源的窘境——这个位于杭州城西的村子
97%的土地属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范畴。

“没有资源怎么办？”经过几个月的调研，刘
松在一片稻田中着手解答这道必答题，绕过资源
短板探索从场景突破。“集思广益，我和团队创新
开发了‘稻梦空间’数字化应用，重点打造稻田认

养、研学活动两大场景，推动集约化订单种植。”
刘松说，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带动该村亩均
收入由2000元提高至6000元。

现如今，这一片稻花香不仅为永安村带来了
超过10万人次的年接待游客，也带动周边7个村、
3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发展。刘松和其团
队的农村经营性人才培训已在业内小有名气。

刘松在永安村的突破，是余杭区 2019 年以
来探索引育农村职业经理人模式的缩影。通过出
台招引政策、明确职能职权、强化培养激励等举
措，余杭区持续探索破解乡村人才缺口、经营困
难、管理无序三大难题，进一步激活乡村发展的
组织细胞。截至目前，该区共有28位农村职业经
理人在岗在职，累计接洽引入项目95个，累计吸
引投资金额 2.28 亿元，所在村集体经济增幅明

显。
在村域面积不到 10 平方公里、主打“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中桥村，山东姑娘肖萃2023年2
月作为农村职业经理人来到村里，首先面对的是
如何提升人气的难题。“当时村里的人气并不旺，
农家乐雷同性较高。”肖萃花了半年时间对现有
资产资源开展调研，决定开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农房，积极发展研学基地、露营营地等新业态。

环境好起来，人气旺起来，“七山一水两分
田”的中桥村开出了颇受年轻人欢迎的西餐厅，
2023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更是突破150万元。24
家精品民宿、农家乐在与村子的协同发展中尝到
了甜头。“我们的客户群体基本都是文一西路上
的年轻人。”59 岁的周永生经营着一家精品民
宿，24小时6800元的团建包场很受欢迎。

余杭区农业农村部门的统计显示，2023年，
在农村职业经理人的助力下，全区累计盘活闲置
农房256宗，面积约21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和
农户增收逾1.2亿元。“从顶层设计到落地，他们
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弥补了我们的思维局限。”
中桥村党委书记王晓晨毫不吝惜地夸赞。

在这场稻田里的“实验”中，余杭区努力厘清
村委会与农村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一定要
让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径山村党委书记俞
荣华对此颇有感触，“人和人之间难免会有不同
的想法，要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相互尊重，加强
沟通，寻找共识。”

“80后”的唐文铭正是在与小古城村党委书
记林国荣合作过程中，找到了聚力共谋的智慧。

“我们农村职业经理人只是乡村运营的一环，相
信随着这项试点规模的扩大，一定能找到乡村振
兴的最优解。”唐文铭说。

2019年，唐文铭回到家乡径山镇时，整个径
山范围内只有1家咖啡店，而现在仅他工作的小
古城村就分布着4家咖啡店。“常住的咖啡消费
群体多起来，这至少能从一个侧面说明，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回来了。”他说。 来源：新华网

年味渐浓，年货市场“旺”起来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中桥村的一家西餐厅内景 新华社记者马剑 摄

杭州余杭区：村里来了职业经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