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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上咋不见咱济南油旋
千佛山庙会上难觅本地小吃和特产

本报 3月 28日讯 (记者 王光
营) 一年一度的千佛山民俗文化
庙会正在进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游玩。不过记者注意到，庙会上
外地特色小吃和旅游产品比较多，
而油旋、木鱼石等济南本地小吃和
特产却难见踪影。

27日，记者在千佛山庙会上看
到，千佛山山道两侧聚集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特色小吃，天津的十八街
麻花、狗不理包子、东北香酥饼、云
南毛冬青茶叶、西班牙拉丁果等都
吸引了众多游客围观购买。

“外地小吃吃得很过瘾，但济
南的锅贴、油旋一个也找不到。”不

少游客遗憾地表示，很想在庙会上
尝尝济南本地的特色小吃，可转了
个遍就是找不到。“济南的甜沫、八
批果子、锅贴、疙瘩汤都非常有名，
有的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民俗
庙会怎能没有这些小吃呢？”

“我想给朋友带点礼品回去，可
济南特色的旅游产品太少了。”此外，
还有不少外地游客表示，他们听说济
南有很多特产和旅游产品，阿胶、木
鱼石都很有名，可在庙会上都找不
到，他们认为有文化味、包装精美
的旅游产品还是太少。

对此，济南市民俗艺术馆馆长刘
学斌认为，主办方不是不想邀请高档

次的旅游产品企业过来，而是即使免
费提供展位他们都不来。这些旅游产
品大都处在“小农经济”时代，很多民
俗艺人满足于现状，只要自己的产品
有销路，根本不考虑这个产业该怎么
发展。对此，应该有专门机构对民俗
艺人和民俗旅游产品进行包装，让他
们摆脱庄稼院意识，抱团打天下。

而济南市国信旅行社总经理
张晓国认为，除了民俗旅游产品品
牌影响力不足，销售平台档次较低
也是制约旅游商品销售的重要因
素。缺乏大规模的特色旅游购物
店，这已经成了济南发展旅游文化
产品的短板。

买房迟迟难收房

退款时却只退本金

本报 3月 28日讯 (记者
董惠 王倩) 近日，市民王
先生遇到一件窝心事：2009年
他与一开发商签订内部认购
协议并交了款，可如今眼看离
交房日期就要逾期一年了，却
迟迟交不了房。无奈之下，王
先生要求退款，可开发商称退
款可以，但只退回了本金。

2009年11月10日，王先生
在腾骐集团七里堡置业订购
了一套 24平米的小公寓。当
时，他与开发商签订了内部认
购合同，并缴纳了28000元的
认购金。在合同中，开发商称
将于2011年5月30日交房。可
就在去年交房日期到了之后，
王先生给售楼处打电话却一
直未打通。随后，王先生又赶
到售楼处，竟发现售楼处早已
人去楼空。当时王先生一下子
就慌了，可苦于再无其他联系
办法，只好一直等着。

就在今年，王先生终于联系

到了售楼方。对方称可以退款，
却只退回了其本金28000元。对
此，王先生认为极不合理，“迟迟
不交房，未及时给我通知不说，
退款时却只给本金，也未给利
息，这太不合理了。”

对此，七里堡置业售楼处
一张姓工作人员解释说，王先
生订购的惠风居有8栋楼，共
505户。其中 7栋楼均为毛坯
房，但王先生购买的8号楼为
精装房，目前木地板、洗手盆
等仍未安装完，受施工进度影
响，交房也受到了影响。

该工作人员还称，对于交
房延期，将给予业主适当补
偿。另外，对于王先生这种退
款的情况，由于最初退款时没
有任何赔偿政策，所以只退还
了本金。现在想要退款的业主
也将得到银行贷款利率，也就
是7 . 05%的利息。对于王先生，
开发商也将及时与他取得联
系，退还给他应得的利息。

15元一斤！香菜价格超猪肉

居民用煤气出现不良反应
相关部门称是脱硫系统改造造成的

本报 3月 28日讯 (记者
王倩) 近日，不少济南市民
在用煤气做饭时发现，煤气散
发出的气味特别大，时间一长
就会出现头晕、恶心等反应。
相关部门解释说，这是由于对
焦炉脱硫系统进行改造造成
的。

28日上午，家住上海花园
小区的袁先生来电反映，最近
一段时间，他在家里打开煤气
做饭时，总会闻到一股刺激性
气味，随后还出现了嗓子不舒
服、脑袋发胀的不良反应。有
类似情况的并不止袁先生自
己，家住时代新城小区的张先
生也表示，他最近在使用煤气
时经常闻到一股刺鼻的硫磺
味。

“刚开始我没想到是煤气
的问题，但后来我发现这些不
良反应都是在煤气打开后出
现的。”袁先生说，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他拨打了济南港华
燃气有限公司电话，工作人员
回复称最近也接到了类似的
投诉，他们经过调查后发现是
公司上游焦炉煤气供应单位

对焦炉脱硫系统进行改造造
成的，他们提醒袁先生在使用
中注意开窗通风。

28日下午，记者联系到济
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企业传
讯部李主任。李主任解释说，
自3月25日起，公司上游焦炉
煤气供应单位确实开始对焦
炉脱硫系统进行改造，他们也
曾经通过新闻媒体告知市民。
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相关供
气单位也采取了措施，增加脱
硫剂更换次数、增大民用煤气
化验频率等。

对于系统改造完成的时
间，李主任称他们协调了上游
焦炉煤气供应单位，但还没得
到具体答复。

不过，对于这一解释，袁
先生却并不认可。袁先生说，
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出现几个
月了，可能是他太敏感的原
因，不良反应比较严重，他现
在都不敢用煤气做饭了。此
外，袁先生表示，既然现在已
经找到了原因，希望有关部门
尽快采取措施，及时改变这种
状况。

本报3月28日讯(记者 杨传忠
实习生 李静) “香菜15块钱

一斤，比五花肉都贵了，买两棵就
花了6元钱。”28日，在社区菜市场
买菜的小王感慨道。近一周来，疯
狂的大葱降温后，香菜价格又持续
疯涨，由之前的陪送菜上升为菜市
场里价格最贵的蔬菜。

28日，记者走访了祝甸路、山
师东路、棋盘社区等几家农贸市场
发现，香菜基本上都是15-16元一
斤，就连看上去枯黄、萎蔫、没人愿

意要的“剩菜”还卖10元一斤。“一
周时间涨了一倍吧，之前八块钱左
右一斤。”棋盘社区菜市场的摊主
杨先生告诉记者。

“之前人家买菜时要香菜我都
是送两棵，现在送不起了，大点的
香菜一棵就得三块钱左右。”杨先
生无奈地说，“现在批发价就要十
块钱一斤，不起眼的一捆就要好几
十块钱。我现在都论两卖，一两一
块五，市场上没比这更贵的菜了。”

由于价格太高，市民买香菜的

量也在减少，摊贩日销量大幅下
降。“平时一天能卖十多斤，现在卖
得好也就卖两三斤，不敢多进了。”
山师东路菜市场的摊主张女士说。
卖了十几年菜的她表示，这个价格
应该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清明过后应该能降，现在新一
茬香菜没长成，所以贵。”张女士说，
这个季节蔬菜供应紧缺，再过几天天
气暖和了，菜价就下来了。香菜便宜
的时候一两元一斤，贵的时候就十几
元，基本上年年都是这种情况。

28日下午，文化西路与南新街交叉口，一根自来水管爆裂，水向北
一直流过数百米长的南新街，直到泺源大街趵突泉公园门口附近，相关
部门工作人员随后赶到现场关闭了阀门。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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