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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
节，而“吃”则是这个节日永恒不变的
主题。在宿迁，春节期间的美食丰富多
样，每一道都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与期盼。

宿迁将小年称作“祭灶”。过去有
“官三民四”的说法，如今宿迁人在腊月
二十三或腊月二十四祭灶。在这天，要
烙糖饼、吃灶糖。“有句古话叫作‘吃灶
糖，讨吉祥’，祭灶这天吃糖饼是为了甜
灶王爷的嘴，求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
吉祥’。”家住泗阳县临河镇的孙翠英
说。“我记得小时候家里过年烙糖饼，会
在糖里拌上芝麻，吃起来很香，我奶奶说
放芝麻是图个‘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好兆
头。”“95”后市民王丽回忆。

祭灶过后，宿迁人便开始准备下一
道美食——炸丸子。炸丸子是不少宿迁

人家中过年期间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因
为丸子有团团圆圆的寓意，既为过去一
年画上圆满句号，又预示新的一年生活
美满。“在泗阳，大家一般会在腊月二十
六前后开始炸丸子，多炸一点可以吃到
年后。常见的有肉丸子、萝卜丸子、山药
丸子等。”孙翠英说，炸丸子刚出锅的时
候最好吃，又香又脆，每年炸丸子，孩子
们就会守在厨房，盼着丸子出锅。

在泗阳，大年初一还有一道特殊的
美食——金条汤。金条汤是用干豆角煮
的汤，因为干豆角的颜色是黄褐色，像一
根根金条，所以被叫作金条汤。孙翠英
介绍，煮金条汤的干豆角每年8月就被晾
晒好保存起来，等待着过年时被烹制成
美味的金条汤。人们在大年初一喝金条
汤，是想讨个好彩头，希望在新的一年财
运亨通，生活富足。

习俗里的宿迁春节
■ 见习记者 徐欢 云春燕

传统节日，总是充满了习俗的味道。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隆重、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今年的春节更是多了
一抹“非遗”味道，宿迁人的春节都有哪些独特的习俗？对此，笔者联系了一些民俗专家和市民，了解宿迁当地的春
节习俗有哪些。

做豆腐、贴门吊、赶庙会，民间习俗有说道

宿迁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张用贵
介绍，宿迁地区过年一般从农历腊月
初八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宿
迁地区一般有杀年猪、做豆腐、贴门吊
等习俗。

“民间谚语‘十七八杀只鸭……二十
五磨豆腐’，腊月二十五，宿迁人便忙着
做豆腐。”张用贵说，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豆腐是农家过年的一道好菜。此外，豆
腐的谐音是“都福”，农家吃豆腐以祈求

来年一年都是福气满门，期盼一年更比
一年幸福。

张用贵介绍，宿迁有年三十贴门吊的
说法。门吊是伴着对联而生，和对联一样
在年三十张贴，只不过对联贴在门上，门
吊贴在屋外门头上，给过年增添喜气。门
吊的图案多种多样，有蝙蝠、鲤鱼、梅花、
牡丹等，这些图案寄托了宿迁市民对来年
生活的愿望。

“农村有一种说法‘正月十五小过

年’，正月十五这天也要好好吃一顿，菜品
标准不低于年夜饭。过了正月十五，‘年’
就算过完了，一般也就不再走亲访友。”张
用贵表示，元宵节当天宿迁会举办庙会，
人们走出家门，看表演、逛庙会，将街道围
得水泄不通。张用贵道：“庙会也是物资
交流大会，各商场、工厂都会把积压的产
品摆出来降价销售，农村的手艺人也会把
制作的手工艺品、农具、家具等拿到交流
大会上出售。”

赶年集、撒黄沙、吃开口糕，年的味道有差异

“在沭阳，我们通常将腊月初八到农
历二月初二这一段时间统称为过年，而不
仅是除夕和大年初一这两天，在沭阳人的
认知里，过年是个动词，赶年集、买年货、
扫清灰……年的味道，就是在这样一个又
一个的动作中愈发浓郁。”沭阳市民杨鹤
高说。

年味儿，从腊月初八那天便有了清晰
的痕迹。在沭阳，腊月初八之后，家家户
户便开始盘算着置办过年的年货，大到装
饰配件，小到端上桌的鸡鸭鱼肉，都是采
买人需要考虑的事情，一些乡镇上的年货
市集便开始热闹起来。“一般农历初二、初

五、初八、初十赶塘沟的市集，农历初一、
初三、初六、初七赶东小店的市集。过去
有‘一三六七逢小店，二五八十逢塘沟’的
说法。”家住沭阳县塘沟镇的居民王华回
忆，过年期间，乡镇市集会格外热闹。此
外，在备年货上，沭阳还有一条不成文的
规定，就是年货一定要在年三十之前全部
采买完毕，否则会被商贩们“逮住”并坐地
要价，民间更是流传着“三十年晚逮滑头”
的说法。

除夕，在沭阳人口中也叫年三十、三
十年晚。除了贴春联、放鞭炮等习俗，最
有意思的要数撒黄沙了，通常人们会将

家里的地清扫干净后撒上黄沙，因为黄
沙的颜色与黄金相似，所以沭阳人认为
撒黄沙寓意“黄金”遍地，期盼来年可以
财运滚滚。

杨鹤高介绍，大年初一早上，沭阳人
醒来第一件事是吃“开口糕”，吃完“开口
糕”之后才能开口说话。吃完早饭、拜完
年之后，大年初一的事情就算告一段落
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民间的文艺表演正
式上演了，跳财神、玩旱船……好不热闹，
而这样的热闹氛围要一直持续到农历二
月初二。龙抬头之后，年的氛围便悉数散
去……

烙糖饼、炸丸子、喝金条汤，舌尖上的春节味道

在宿迁这个充满活力的城
市，“家门口”的公园、绿地已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我市生态环境满意度、
中心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全省第
一，骆马湖幸福河湖建设获评水
利部典型案例。对此，市民欧芳
深有感触。

“我经常去市区古黄河水景
公园散步、赏景。作为土生土长
的宿迁人，我深刻感受到越来越
多景色优美、设施齐全的公园出
现在身边，也让市民的幸福感越
来越强。”欧芳说，在宿迁大大小
小的公园中，都能看到孩子们嬉
戏玩闹、老年人跳广场舞的热闹
画面。

“我在网络上实时收听了
2025年宿迁市政府工作报告，关
注到我市多措并举，精心呵护生
态底色，让蓝天碧水成为市民的

‘幸福不动产’。这些都让我对宿
迁生态环境的发展充满期待。”欧
芳笑着说。

如今的宿迁，春花烂漫、夏荫

浓郁、秋色绚丽、冬景苍翠，行居
处处有绿地、推开窗户是花园、走
出家门进公园的园林绿化成果正
在惠及越来越多的市民。“无论是
清晨的散步，还是傍晚的亲子活
动，公园都是我们休闲、娱乐、健
身的好去处。我期待越来越多的
公园建成，让绿意在宿迁大地上
不断‘生长’。”欧芳说。

（欧怡娜）

欧芳：让绿意在宿迁大地上
不断“生长”

■ 本报记者 臧子青

2025 年宿迁市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要新增公共自行车站
点 20 个，更换公共自行车 3000
辆。对此，市民的感受和期待如
何？1 月 15 日，在宿城区金陵名
府小区西北角的公共自行车站点
附近，记者采访了市民庄锋和他
的女儿庄涵月。

“我平时上下班经常骑公共
自行车，有时候去附近超市买点
东西也会骑，特别方便。现在说
要新增站点、换新车，确实很便
利。之前有些车骑久了，座椅不
太舒服，车把也有点晃，新车肯
定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新站
点要是能合理分布，说不定我
们 以 后 骑 到 哪 里 都 能 随 时 停
车，能节省不少时间。”庄锋告
诉记者，他和妻子时刻践行着
环保的理念，这也潜移默化地
影响了庄涵月。

对于新一年公共自行车站
点的增加，以及公共自行车的更
换，今年 11 周岁的庄涵月感到
很惊喜。“平常上学、放学的时
候，可以看到很多学生骑自行
车出行，对于家里没有购买自
行车的学生来说，公共自行车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庄涵月
说，她注意到目前还是有很多家
长开车接送学生，不仅会产生汽
车尾气，还会导致学校附近交通
拥堵。

记者了解到，目前，宿迁市
共有公共自行车站点 488 个，公
共自行车超 1 万辆，注册用户 20
多万人，日均使用量 1 万余次。
这些公共自行车站点分布在宿
迁市的主要街道、公园、学校、
商场等公共场所，方便市民随
时取用。

“有时候我也会和父母聊一
聊这些事情，我们一致认为走
路或者骑自行车都是绿色低碳
的出行方式，既环保又健康。”
庄涵月笑着说。她认为，新增
的公共自行车站点可以让更多
的人选择骑行，减少汽车尾气
排放，能够保护环境。同时，更
换新的公共自行车也能提升骑
行体验，让更多的人愿意使用
公共自行车。

采访最后，庄涵月笑着说，
她非常期待公共自行车及站点
能够焕然一新，同时希望未来
能和同学一起骑自行车上学，
为城市的绿色低碳贡献自己的
力量。

庄涵月：公共自行车及站点焕新
让出行更加绿色低碳

2025·最期待

“幸福中国年 地道宿迁味”系列报道

打通交通“大动脉”、实施“教育发展补软提质”项目、提
升宜居度……2025 年宿迁市政府工作报告传递出暖暖的

“民生温度”。对报告中提到的民生热词，广大市民怎么
看？他们对宿迁未来又有怎样的期待？即日起，本报开设

“2025·最期待”专栏，让我们走进宿迁的大街小巷，聆听他
们的心声。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