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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人手紧 用工成本高

部分中小酒店放弃“年夜饭”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赵丽 实习生 张凯丽 邵
明虹) 春节临近，年夜饭预
订又开始了。30日，记者走访
省城多家酒店了解到，一些
规模较大的酒店包间现在已
经订得差不多，而不少中小
酒店、餐馆因人手紧张等原
因则放弃年夜饭生意。

30日，记者在和平路、燕
子山路上的多家酒店了解
到，从12月中旬开始，年夜饭
预订已经开始，现在有的已
经订得差不多了。

“12月中旬许多老客户就
开始预订了，现在包厢已经全
部订满，大厅订了三分之二。”
30日，全聚德和平路店李店长

告诉记者，该酒店有16个包
厢，大厅15桌，目前包厢已全
部订完，大厅也已订出三分之
二。“我们有29个包厢，已经快
满了，这几天就能全部订完。”
燕子山路老乡村酒店前厅部
张女士介绍说，今年年夜饭预
订情况很好，除了包厢，大厅
准备再摆20桌。

但一些规模较小的酒
店、餐馆，则对年夜饭市场不

“感冒”。记者走访了二环东
路上的四家饭店，店家都表
示今年不会开年夜饭。

店家告诉记者，做这样
的打算也是受客观条件限
制：地方小，单间有限，不适
合挑战年夜饭这一市场。“我

们去年做年夜饭了，但人不
是很多，现在老百姓的经济
条件好了，一般过年都去大
酒店。”二环东路巴蜀人家的
韩经理告诉记者，去年他们
还做年夜饭，但客人不多，今
年就取消了。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
是，餐馆的厨师、服务员多来

自外地，春节期间人手紧张，
用工成本高。“大年三十，一
是没人愿干，就是找到人也
得给人两三倍的工资，忙活
一通算下来挣不多钱。”一家
餐馆的老板王先生告诉记
者，“我也是外地人，也想回
家过个好年，就不想挣这个
辛苦钱了。”

在省城某超市，市民正在选购熬腊八粥的原料。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清扫屋子 熬腊八粥 腌腊八蒜

老济南过腊八风俗不少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高超 潘清风

“过了腊八，就到年下”，
腊八节即将到来，不少市民
已经开始忙年了。在老济南
的生活中，每到腊八节，打扫
屋子、熬腊八粥、腌制腊八蒜
腊八肉，大人孩子都为了春
节忙碌，好玩的事还真不少。

■喝腊八粥祈福增寿

“老济南人过腊八节，
当然得喝腊八粥了。”随着
腊八节临近，不少市民忙活
起来。济南民俗馆馆长刘学
斌 说 ，在 老 济 南 人 的 生 活
中，腊八节必须喝腊八粥，
为家人祈福增寿。不少民俗
专家也表示，腊八粥有敬神
祭祖的含义，包含了传统的
祭祀传统。

著名民俗专家、山东大
学教授李万鹏考证认为，“腊
祭”是古代的祭祀仪式，先民

在腊月猎取野兽祭祀百神，
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家人平
安。

而在老济南，腊八粥的
由来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
流传最广的是纪念佛祖说，
各地寺院煮粥敬佛，腊八粥
也叫七宝五味粥。还有人说
腊八粥和明太祖有关，朱元
璋小时候家里穷，曾在鼠洞
里发现了米、豆、枣等，后来
当了皇帝，就在腊月初八熬
粥，并命名腊八粥。

腊八粥熬好后要先敬神
祭祖，之后再赠送亲友，并且
一定要在中午之前送出去，
最后才是全家人食用。

■清扫屋子迎新年

“小时候每到腊八节，家
人总会带着我们打扫屋子，
清理院子，里里外外面貌一

新。”不少老济南人表示。
在老济南人的生活中，“腊

八节扫屋”是多年传下来的
习俗，家家户户都在这天忙
着大扫除。由于担心招惹了

“宅神”，大家平时都不能随
便扫屋的，而腊八节这天就
没有这个禁忌，可以放心大
胆地扫屋子了。如果腊八这
天没扫屋的话，就只好等到
腊月二十三“祭灶”的时候一
块儿扫了。

■腌腊八蒜过年吃

“除了腊八粥之外，腌腊
八蒜也是济南的一个老习
俗。”刘学斌表示，在腊八这
天，人们将剥了皮的蒜瓣儿
放到罐子、瓶子里，然后倒入
醋，封上口放到户外。

从腊八到除夕的二十
多 天 里 ，腊 八 蒜 就 腌 制 好

了，蒜味融进醋里，使其酸
辣味道适中。年三十晚上就
着腊八蒜吃热水饺，蒜香喷
鼻，诱人食欲。由于出现蒜
绿素，腊八蒜腌制后会变成
绿色，具有抗氧化、防衰老
的作用。

对于为什么要腌制腊
八蒜，民间也有一些说法。
腊八蒜的蒜字和算同音，快
到年关了，商家要在这天把
一年的收支都算清楚。债主
要账时就会泡上一些腊八
蒜送人，欠债的收到后心照
不宣，一年的债务该清算清
算了。

另外，富有的人家初八
这天还要腌制猪肉。人们把
猪肉洗净晾干，切成方块放
在瓷坛子里，再用适量藿香
秆、薄荷叶、花椒皮、姜片、八
角茴香及食用盐，熬制成“五
味香料盐水”浇在猪肉上。

腊八粥原料大都没涨价
部分商场还搞特价促销，吸引不少市民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高超
潘清凤) 今年腊八节恰

逢元旦，在新年第一天，不
少市民都准备为家人熬上
一碗腊八粥过双节。记者了
解到，近期购买红豆等杂粮
的市民陡增，腊八粥的原料
大都没有涨价，部分商场还
搞起了特价促销，吸引了不
少市民。

“吃腊八粥能增福增
寿，每年腊八节我都会煮一
大锅。”30日上午，在历山路

某大超市，正在选购腊八粥
原料的田女士告诉记者。

记者在省城几家大型
超市看到，不少粮油副食品
售卖区都打出了“浓情腊八
节”招牌，各式各样的杂粮
也都分门别类摆放在醒目
位置供市民挑选。有的超市
还按照营养的均衡搭配，把
各种杂粮混合在一起，做成
了腊八米。

“红豆、绿豆、黑豆等
一直都是这个价，最近没
涨过，有的还搞特价呢。”

在泉城路某超市，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腊八节快到
了，前来购买腊八粥原料
的顾客特别多，比平时能
多两三倍。除个别杂粮有
较大幅度上涨外，基本都
与去年持平。大米价格 2 . 5

元，比去年同期上涨 0 . 2元
左右，红小豆 8 . 03元，比去
年同期上涨 4 0%- 6 0%，大
枣、莲子、核桃干果类食品
的价格一直保持在一个较
高价位，从 2 5元到 6 8元不
等。

腊八将至，大蒜俏销
老年人买的多，年轻人对做腊八蒜不在意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赵丽 实习生 张凯丽

邵明虹) 1月1日就要迎来
腊八节，省城一些市民已经
开始购买大蒜，动手腌制腊
八蒜了。比起去年七八块钱
的价格，今年大蒜便宜了许
多，可以敞开了做。不过，许
多年轻市民对这一风俗并不

“感冒”，也不知道该怎么制
作。

很快就要过腊八节了，
在北方腊八节这天不仅有
喝腊八粥的习俗，还有“泡

腊八蒜”的习惯。28日上午，
记者来到历山路一家超市，
发现超市已经摆起了腊八
蒜促销车。车上是各种各样
腌制好的腊八蒜，有用白醋
腌制的没有颜色的，也有用
普通醋腌制的有颜色的，不
时有市民称上两三斤带走。

“去年大蒜卖到七八块钱一
斤，很多人都嫌贵没腌，今
年才两块多一斤”，销售人
员告诉记者，现在腊八蒜搞
促销，七块八一斤，不少去
年没吃上腊八蒜的市民都

过来买了。在建设路一家超
市，市民刘女士专门过来买
大蒜。“去年蒜太贵了，我没
腌。”刘女士说，今年这家超
市的大蒜一斤才一块四毛
九，很便宜，专门过来买回
家做腊八蒜。

记者在棋盘街菜市场看
到，过来买蒜准备腌制的大
多是老年人，年轻市民对腊
八蒜不“感冒”。30来岁的市
民孙女士也来菜市场挑选大
蒜，但她表示自己“不知道怎
么做腊八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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