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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庚会在广大农村中担负着
促进市场流通、丰富生产生活、提
振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在这里，
既可以看到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制
品，又有新时代商品的背影。随着
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商品通过物
流网络等渠道流入农村，逛农村庚
会在更多人的心里成为一种情怀。
某种程度上，农村庚会已经成为一
个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号。

1月30日上午，郾城区孟庙镇孟庙村
迎来了年前为数不多的一次“大会”。“农
历每月逢四、九，村里就有一次庚会。”
孟庙村村民孟国玺早上7点就来到村里的
主干道上，寻思着在年前买点大葱等年
货。他告诉记者，这段时间萝卜、红薯等
一些农产品的价格基本上比下雪前便宜
了，趁着庚会提前买点儿回去，等春节再
用。

烧得滚烫的老式开水锅，叮叮作响的
修鞋机，手工制作的各类柳木切菜板，真
材实料的木靠凳……顺着村主干道一直向
东走，一些代表着农村文化符号的传统手
工艺制品不断映入眼帘。“上午这是第 4
个人来买切菜板了。”摊贩贾秀民一边忙
着给顾客介绍每个菜板的价格，一边给记
者聊了起来。早上8点多，贾秀民就从孟
庙镇西营村赶到这里，为的是占一个好摊
位。记者在他的摊位前看到，既有柳木做
成的板凳，又有柳木墩子做成的切菜板，
还有几个专门给小孩吃饭用的小木桌。

“一个柳木凳子是 56元，最便宜也得 50
元。”贾秀民看到一个顾客前来询问，就
报起了价格。“那边的柳木墩子是真材实
料，小的 80元，大的 120元。”贾秀民指
着车上放置的两个圆形切菜板告诉记者，
这些都是他自己在家里制作的，他从事这
个行业已经有 30多年了，周边村子的庚
会每次他都去参加。

在一个底部烧得发红的老式开水锅
旁，剃头匠郑建国正在给一名顾客刮脸。

“价格这两年也涨了，以前 1 元钱也干
过。”郑建国告诉记者，现在刮光头、刮
脸加在一块总共5元，专业理发的价格是
7元。“老师傅的手艺很不错，刮着也十
分舒服。”顾客两眼紧闭着，听到记者的
询问，也开始搭起腔来。“每到村里有庚
会就会找这些老师傅们刮脸，挂得很干
净，光头效果也比理发店里的好，每一次
理发刮脸比街上的店铺要便宜 5 元以
上。”这名顾客告诉记者，临近春节理发
店马上开始涨价，在庚会上刮光头既舒适
又实惠。

“一个补丁才1块钱？真便宜！”一名
逛庚会的村民正在一位戴着老花镜的修鞋
匠摊前感慨道。“好好的鞋子就磨破了一
块地方，扔了怪可惜，在这里上个补丁还
能继续穿。”这名村民告诉记者，现在这
种传统的修鞋匠在城市里很少见，最多一
两个还是在深胡同里，而在农村庚会上还
能找到，价格也比城市里的低得多。“在
城里一个补丁至少要两元钱，手艺也不一
定比我的好。”今年已经60岁出头的修鞋
匠米秀娥带着老花镜不时地穿针、下线，
忙得不亦乐乎。

传统手工制品依然火爆

除了传统的手工艺品外，新奇的
儿童玩具、新潮服装也成为农村庚会的
一大亮点。“这个外套 25元，最低 20
元。”记者走到一个挂着颜色鲜艳、款
式新潮的童装摊前，摊主开始给记者介
绍起来，记者看中的是一个儿童格子外
套，款式和市区专卖店的相差无几，而
衣服的做工也十分精美，两个袖口部位
还装饰有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你如
果要两件可以再便宜3元。”摊主指着旁
边一个纯红色的外套告诉记者。

记者一路发现，一些新奇的儿童
玩具也不断涌上庚会街头。有“乐
迪”、“托马斯小火车”等一些卡通动
漫模型，也有通电后不停闪烁的“花

式手鼓”，还有一些让儿童痴迷的“小
黄人”、“机器狗”等玩具。“现在农村
的孩子在电视里接触的动画形象和城
市的孩子一样，他们也都很喜欢‘光
头强’、‘芭比娃娃’。”摊主告诉记
者，这些玩具很受农村儿童的喜欢，
这两天农村有的幼儿园、小学都放假
了，庚会上儿童玩具比平时销量好。

在孟庙村东边，绵延几百米的衣
服摊位有序地在孟庙镇中心街两旁
摆开，来来往往的村民不时在摊位前
驻足问价。新潮的老人棉衣、皮大
衣，各种款式的裤子整齐地悬挂着。

“逛个庚会不光是便宜，新衣服也能在
走亲访友的时显摆显摆。”吴新强老人

在爱人的陪伴下，看中了一款新式棉
衣，正准备上身试。“其实我们五六十
岁的老人不讲究啥牌子，只要质量
好、款式新，穿着舒服就行了。”吴新
强老人试过衣服后，开始和摊主讨价
还价起来。

“有些衣服的确不知道是从哪里
进的货，质量也一般。但我们仔细辨
别后，基本上都能分清楚。”吴新强老
两口在儿子的再三劝说下，上午 10点
来庚会上置办了几件新衣服。“一是看
做工，二是闻气味，三是上身试穿。”
儿子吴文博刚从广州打工回来，在庚
会上经过比较后，终于给父母每人买
了一双新棉鞋和一件款式新颖的棉袄。

新潮商品受欢迎

记者发现，庚会是广大农村的特
色文化，更是农民心中的一种情怀。

“马上过年了，逛庚会的人会越来越
多。”站在一个摆满了“花米团”的大
车前，摊主马明亮告诉记者，临近春
节外地打工的人陆续回家，很多大人
和小孩都喜欢在年味渐浓时逛庚会。

“一斤 13元，有紫薯团、大米团和小
米团，都是刚做出来的。”马明亮说，
很多人买回去是给孩子吃的，有的大
人也十分喜欢这种传统的零食。

在一个摆满各种调料的摊位前，
张爱国正在一把把地把红辣椒放进一
个小钢磨里。“各种调料都有，价格也
比较便宜，顾客需要打磨的话，可以
直接免费加工。”张爱国的摊位摆满了
花椒、香叶、栀子、桂皮等，不时有
前来和他讨价还价的顾客。

“每个乡镇基本上每天都有庚会，
每个村子的庚会都有几十年甚至上百
年的历史。”郾城区孟庙镇政府办公室
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该镇的 30个行政

村、52个自然村里，每月都会有一两
个村子同时举办庚会。“农村庚会近几
年呈现出飞速发展的趋势，这也和老
百姓的收入密不可分，现在村民买小
轿车不算啥稀罕事，大部分农民住上
了两层楼房，他们的消费水平已经接
近城市，而在庚会上的一些现代化商
品正好满足了他们这种新需求。”该负
责人说，有些家住城市的市民喜欢经
常开车回老家专门逛庚会，因为这里
有热热闹闹的气氛，有他们的情怀。

逛的是庚会更是情怀

民间老手艺屡见不鲜 新潮商品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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