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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我市余姚、
鄞州、奉化等地的一些农
村，到了腊月，不少人家
都会杀猪为过年准备肉
料，民间俗称“杀年猪”。
每每此时，沿途都会围满
看热闹的村民和游客，

“感觉挺稀奇的！还是第
一次看。”从最初将猪敲
晕，到烫皮、刮毛，再到清
洗等一整套充满“年味

儿”的宰杀细节，28 岁的
游客许金波用手机现场
摄录，并在朋友圈进行直
播，不多时便收获了上百
个“赞”。

有趣的是，这些游客
并非单纯的“围观”群众，
待杀猪匠将猪肉一块块
分割好后，他们转身成为
买家，“你一只猪蹄膀，我
一袋精肋排，再加点儿猪

头肉”，指哪儿要哪儿，不
出一刻钟，这头 100 多公
斤重的公猪便化为浓浓
的“年味儿”，被七八名游
客带回各自家中。

事实上，想亲眼见宰
杀年猪并顺利将猪肉带回
家并非易事。“我通过朋友
介绍提前半年预约，今早
却被提前告知分不了太
多，想买年猪肉的人太多

了。”从鄞州中心区自驾两
小时，翻山越岭抵达大岚
镇的许金波边将刚到手的

“战果”——约10公斤的猪
蹄膀往后备箱一塞，喜滋
滋地说。

大岚镇旅游办有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村民能卖
给游客的年猪并不多。但
游客的需求量却逐年递
增。

提前半年约宰，翻山越岭拼购年猪、团购土鸡

年底，“年货游”搅动山乡
昨天一早，家住余姚大岚镇的王师傅客串了一会“杀猪匠”。他叫来四五个好

友当帮手，将自家一头养了大半年之久，重达100多公斤的白白胖胖的大公猪从
猪圈里牵了出来，驱赶到附近小河边，再锁进铁笼子里，自己则蹲在一旁“磨刀
霍霍”。围在一旁的，除了当地村民，还有不少是提前半年就预约、翻山越岭前来
观摩宰杀、拼购的游客。

现宰现购，七八人拼购一头猪

除了深入四明山拼购
土猪肉，时下，远赴象山、
宁海、北仑、慈溪等地的乡
镇团购冬笋、粉丝、烧酒、
番薯干、冻米糖，以及往年
就吃香而今年又与生肖格
外应景的土鸡等“土货”山
珍也很流行。

“ 八 九 成 都 是 回 头
客 ， 而 且 新 客 逐 年 递
增。”作为余姚大岚镇大

路下村的养鸡大户，吴辉
今年饲养的土鸡出栏量为
3000只。“几乎都是上门
自取，个别客户一买就是
四五十只，目前只剩700
只左右了。”吴辉说。

年货采购人群产生集
聚效应，部分乡镇的年货
集市应运而生。在这里，
各种“家乡味道”摆满年
货集市摊头，有非遗传承

人现场制作的烧酒、麻
糍；徒手用土锅炒制的花
生、蚕豆；一些农户还会
售卖现摘的蔬菜、现杀的
土鸡，以及农家自腌的腊
鱼、腊肉，运气好的还能
吃到充满“故事”的现宰
现烹的年猪饭。

与此同时，一些嗅到
商机的旅行社开始热推年
货采办线路，“我们将‘年

货’和‘旅游’这两个元素
结合起来，主打象山、余姚
等4条深入当地乡村的年
货游线路。”据旅行社人士
介绍，眼下推出的“年货
游”受到精明“师奶”一族
欢迎，除了主城区，在一些
较为富裕乡镇的旅行社门
店里，一次性前来报名的
多达二三十人的“师奶兵
团”屡见不鲜。

土鸡、烧酒、番薯干也是“香饽饽”

“打年货、看非遗传承人
手工制作‘老味道’、听这些
食材背后的故事，说说笑笑，
很有意思。”一些参与年货集
市活动的游客由衷感慨。

以年猪为例，“当地
农户家养猪多是吃剩菜剩
饭以及田里玉米、萝卜、

番薯等天然食物成长，即
便日常饮用的水也健康纯
净。”许金波等买家更看
重其“绿色”的一面。与
此同时，“每年年底杀年
猪，不仅能够体验到富有
特色的乡土民俗，也让乡
亲们聚在一起互动合作，

增进了情感。”在许多热
衷拼购年猪的游客看来，
随着时间的变迁，杀年猪
不再是单纯满足口腹之
欲，更是“记忆里的年
味，抹不去的乡愁”。

宁波旅游业界资深人
士胡文彬认为，商家将

传统民风民俗与现代休
闲旅游有机结合，不仅
为市民年货采办提供了
原汁原味的购物环境，
也为当地农产品销售起
到促进作用。

记 者 谢舒奕
通讯员 沈莹燕

“记忆里的年味，抹不去的乡愁”

宰杀“年猪”现场。

家政服务人缺价涨
普遍上涨20%以上，要提早预约

相比起打扫卫
生这类的钟点工，
保 姆 就 更 加 难 找
了。记者拨打了几
个电话，家政公司
都表示，目前保姆
人手紧缺。

由于外地籍保
姆已经陆续回家过
年，目前的保姆主
要以本地人为主，
价格也从之前的平
均每天150元，上涨
到200元。“这个价
格只是简单的照顾
生活起居，也就是
被照顾的老人有生
活自理能力，不然
的话价格就要翻倍
了。我们现在这里
只剩下一个余姚籍
的阿姨了，你要尽
快决定，过几天就
没人了。”鄞州一家
家政服务公司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记 者 从 81890
平台了解到，最近一
段时间以来，家政服
务需求比例变化不
大，不过加盟单位人

手紧张，人均提供服
务的相应时间也有
所延长。“保姆和医
院看护这类长期性
家政服务，宁波已经
产生不少品牌企业。
面对春节期间的阶
段 性 人 手 短 缺 现
象，企业和很多市
民一般会提前预约。
从我们后台数据来
看，临时性雇佣家庭
看护类保姆的，只占
到 2%，所以即使人
员紧缺，总体影响也
不是很大。”81890
服务平台的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该负
责人表示，近段时间
需要提供服务的倒
是管道维修和家电
维修占了大多数，属
于 应 急 性 服 务 项
目。通过 81890 这
样的大数据平台，
可以有效地整合资
源。春节期间，不
少加盟企业相应增
加服务时间，以保
证市民日常的家政
服务需求。

“想请个钟点工打扫卫生，打了好几个
电话咨询，价格都上涨了。”市民张先生表
示，现在家里想要请个钟点工做个大扫除，
需要尽早提前预约，不然价格还会上涨。记
者了解到，随着春节临近，不少外地的家政
服务人员陆续回家过年，受供求关系影响，
家政服务价格逐日上涨。

昨天记者以消
费者的身份拨打了
好几个家政服务公
司的电话，得到的答
复基本上都是一致
的：现在人手紧缺，
服务费上涨了。而且
要提早预订，不然到
了周末可能还要涨
价。以普通家庭保洁
为例，上周的价格为
每小时40元，昨天涨
到了每小时50元，3
个小时起订。服务人

员告诉记者，家政服
务价格从进入腊月
以来，一直处于上升
趋势，从每小时40元
涨到45元，到现在的
50 元。随着年关临
近，可能要涨到每小
时60元。“人手不够
啊，需要的尽可能提
早预订。你如果周末
临时下单，价格可能
还要上涨。”某家政
服务公司的接待员
告诉记者。

家政服务价格逐日上涨

保姆人手极度紧缺

市消保委副秘
书长周丽娟表示，每
年过年期间的家政
服务因为价格问题
也会有不少投诉，主
要集中在预付卡消
费领域。有些商家在
办卡之时没有明确
告知春节期间会涨

价或者不能刷卡支
付的，到时却因为人
手不足而涨价，或者
必须使用现金支付，
这种做法都是违规
的。如果消费者遇到
这样的情况可以向
消协投诉。

记者 毛雷君

预付卡消费领域投诉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