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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年货最好卖

记者各地走访发现，由于 2025年
农历春节比 2024 年提前 12 天，加上

“超长春节假期”等因素，从 2024年 10
月开始，线上线下多个代表性市场和
平台已加入“春节档”大战，数据释放
出显著的消费抬升信号。

食品、黄金、情绪价值是蛇年年货
三大关键词——

淘宝天猫食品生鲜总经理张鹏说，
年货节就是食品生鲜行业的“双11”。

坚果、瓜子、糖果等传统年货迎来
全年销售高峰。来自抖音电商罗盘策
略数据显示，仅 2024 年 12 月 28 日当
天，以坚果起家的互联网企业“三只松
鼠”在抖音渠道就实现总销售额 1.35
亿元，刷新平台食饮健康品类专场纪
录。类似“战绩”还出现在多个零食、
乳制品品牌的春节战报中。

澳洲龙虾、俄罗斯雪蟹、獐子岛大
扇贝、半斤重的战斧鸡腿，齐齐哈尔烤
肉套装……以高蛋白、原产地溯源为
特征的中外食材热销，显示老百姓愿
意为“吃得好”“吃得放心”买单。

引人注目的是，各式黄金饰品成
为今年春节的一个重要消费爆发点。

淘宝天猫的数据显示，从 2024年
10月中旬开始，各大品牌便开始陆续
推出蛇元素金饰，“蛇纹”成为潮流纹
样，销量持续冲高。精致可爱的足金
贴、手机贴是热门单品，跨界 IP 联名
款的搜索量大涨，“黄金+IP”双重吸引
力狠狠“拿捏”年轻消费者。

究竟有多少种年货？没有人能说
得清。但毫无疑问，在浙江义乌，什么
年货都能找到。

年货的最“刚需”——年饰，八成
来自义乌。根据义乌年画挂历对联行
业商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4 年
底，商会成员企业的整体销售额达
300 亿元。仅红包这一项，一家头部
企业就能卖掉几亿个。

“招财求福，依旧是蛇年春节的主
题，但今年财神元素格外火爆。”在义
乌国际商贸城三区的 2 楼，“新桃年
饰”老板王伟忠笑眯眯地摆弄着功夫
茶具，吐露“生意经”。

记者了解到，遇上蛇年，做年饰的
行家普遍会把蛇设计得卡通、可爱，并
搭配上其他吉祥物件比如鲤鱼、财神、
元宝、铜钱等一起售卖。如果说“福”
元素是每年毋庸置疑的榜一，那么，跟

“发财”有关的元素就是蛇年商家必争
风口。此外，葫芦和红果挂件，是与年
画搭配的两大“顶流组合”。

义乌淘乐熊婚庆用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甘辉说，以前商户购买年饰都是
大红大金大紫的，从去年开始流行多
巴胺色，强调能吸引年轻人“打卡”“出
片”，布置上有“网感”、氛围感。这种
趋势带动挂布、地堆、橱窗美陈等新年
饰销售火爆。

“简而言之，大家更舍得为‘好看’
花钱了。”王伟忠说。

王伟忠的观点，在鲜花市场得到
印证。

“鲜切花价格指数近来呈现上升
趋势，与新年的喜庆氛围相契合，卡罗
拉、高原红、黑巴克等红色系玫瑰品种
迎来热销，高品质货品价格不断冲
高。”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拍卖
师花小骏说，除了冬青、中国腊梅、雪
柳等经典品类，今年“年味”造景和酒
店婚礼用花需求也大大增加。

另外，香薰香水、美妆护肤、服饰
饰品、祈福文创等主打情绪价值类消
费，销售高峰也纷纷提前。

探寻“宝藏年货”地图

新年伊始，一张张“宝藏年货”地
图成为网络热点，配着“四川啊你瞒得
我好苦”“河南老乡你们嘴真严啊”的
文案，让人忍俊不禁。

在这些省份地图上，以意想不到
的各地“宝藏年货”，画出“年货地图”：
四川有阿坝州的大马士革玫瑰、雅安
的鱼子酱、内江的无花果、宜宾的鳗鱼
等；河南有商丘的钻石、许昌的假发、
驻马店的小提琴、信阳的淮南猪……
入选的还有黑龙江五常大米、宁夏盐
池滩羊等天南海北风味，以及安徽新
能源汽车、广东黑科技小家电等。

鲜为人知的是，不少年货来自名
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乡村振兴和县域
经济繁荣，让越来越多“隐藏款”农产
品被放入年货“购物车”。

例如，今年不少家庭的年夜饭菜
单上出现了充满异域风情的新品——
鹅肥肝。这种原产于法国的珍馐美
味，全球产量的 45%来自中国，其中一
个主产地就是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

这个养了500多万只鹅的小县城，
藏着吃货们口中的“鹅宇宙”。在县里
的长集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看到工人
们正在加班生产鹅制品年货：从玫瑰鹅
肝、樱桃鹅肝、红酒金砖鹅肝、鹅肝酱等
深加工产品，到鹅翅、鹅腿、鹅肠等新零
食，新年前夕订单量都快速增长。

边远地区的土特产也加入“宝藏
年货”地图。

冰天雪地的吉林省白山市抚松
县，素有“中国人参之乡”之称，近来热

闹非凡。
当下，年货生产的一个重要趋势

是“智造”。
“从靠天吃饭到农产品‘智造’，白

茶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销售，稀
有的茶贡品已成为百姓的寻常年礼。”
福鼎六妙白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家雅说。

大到新能源汽车、扫地机器人、无
人机，小到吹风机、儿童手表、智能语
音早教机……在不少年轻人的年货购
物清单里，“智造”产品比比皆是。

年货是如何运送的

广西的砂糖橘、海南的椰子、安徽
的臭鳜鱼……距离春节还有半个月，

“90 后”外卖小哥高丰的电动车上已
经堆满年货。

“越到过年外卖生意越好。”忙了
一上午的他，坐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
街道的一处写字楼下歇口气。

美团《新春消费报告》显示，随着
即时零售业发展，人们的消费习惯从

“囤年货”到“即买即送”的变化越来越
明显。

更多年货，正被装载在货车上，奔
跑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路上。

下午4点，义乌市青口物流园区的
千余个档口前，车流涌动，热闹非凡。
义乌沧锋物流公司负责人徐益忙得脚
不沾地，为3个小时后就要发往重庆的
卡车收货、整货、装车。他说，发送年
货的物流与生产几乎同步，从每年 10
月就开始忙碌。现在每天要发一车半
到两车货。货品也有规律：11月是灯
笼，12月对联、年画等占大头。

在义乌，每天还有 3300余万个快
递包裹启程。2024年 10月 30日，义乌
快递业务量比 2023年提前 50天突破
百亿件。到 12月 31日，这个数字变成
了 126亿件。

过去，云南花农需要坐 72小时的
火车才能将花卖到广州；如今，24 小
时不到，云南鲜花便能抵达日本最大
的鲜花批发市场——大田市场，随后
通过竞拍进入日本各地的花店。

“传统年宵花市场以前只是国内
俏，现在国外也‘香’。”云南晔顺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克宁说，他们
独立种植、加工的高端花材——银扇
草，以克为单位销售，2024年与国外客
户达成 200万克的订单意向。

从元旦到 1月 9日，昆明长水机场
海关共监管出口鲜切花 217 吨、价值
751.8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33.1% 、
25.6%。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

通过便捷的物流网日均发送量达 400
余万支，较去年同期上涨 20%至 25%。

春节将近，大件物品越来越多，除
了手机、扫地机器人和净水器等小家
电，还有空调、冰箱和燃气灶等大家
电，甚至还有种子、农具等。

“过去是巴扎（集市）上卖什么我
们就买什么，现在不用出门，打开手机
就有‘巴扎’，有很多种类的东西可以
挑选，物美价廉。”来取快递的村民托
合提·阿不都克日木说。

电商西进、加速补齐物流短板……
2024 年，新疆正式加入“包邮”区。

“2024年，新疆快递业务量完成 9.83亿
件，业务收入 102.75 亿元，同比增长
14.4%、11.2%。在 2023年增速居全国
首位的基础上，仍延续快速发展态
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市
场监管处处长高黎明说。

而庞大、高效的物流体系，也让更
多海外年货走进中国寻常百姓家。

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显示，由于
临近春节，2024年 12月，我国进口消
费品 1678.2 亿元，创近 21 个月新高，
同比、环比分别增长 3.9%和 14.4%。

开启中国人的“情感时间”

“巍巍太行，滔滔浊漳，三晋文化，
源远流长……尧王庙会，开街起礼！”

随着礼官高声念读《尧王狮舞
赋》，喧天锣鼓响起。久负盛名的山西
长治尧王文化庙会在 2024 年年底热
闹开市。庙会卖的有猪、牛、羊等牲
畜，也有犁耧耙杖、簸箕笤帚、锅碗瓢
盆等日用百货。人们一边置办年货，
一边观赏舞狮社戏、街边相声、摔碗祈
愿、传统杂技等，好不热闹。

民俗学专家、吉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组长曹保明说，
中国人过年讲究新，人人要换新，年礼
预示着新年有新起色。过年有“忙年”
一说，就是家家要赶大集准备年货，这
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里特别是“过年”
的一种重要习俗。

买年货，对中国人来说，更是一种
集体仪式和情感共鸣。从汉代岁首祭
祀的记载，到包罗万象的唐宋年货，再
到明清时期为年货开的“集”，千百年
来，年的变迁就藏在年货的变迁里，而
始终不变的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

每年，返乡行囊、回程后备箱的话
题都会登上热搜。这背后是乡愁，也
是对团圆的期待。

“人到家，年货也跟着到了家。那
种温馨和幸福，是春节最享受的感
觉。”他说。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年货里的春节眼下，欢快的《恭喜发
财》歌，又一次在全国各地
超市唱响。北京胡同挂上
大红灯笼，广东集市摆开

“利是糖”，东北铁锅蒸起
黏豆包，安徽马头墙下晒
着香肠腊肉，云南铺子亮
出年宵花……天南海北、
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
年货，在思念与祝福中流
转，年味渐浓、渐厚。

当首个“世界非遗版”
春节到来之际，中国人开
启的年货“买买买”模式，
蕴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新
故事？ 人们在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内选购花卉（1 月 13

日摄）。 新华社 发
1月13日，商户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打包年货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