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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城区烟花爆竹销量惨淡
有经销商投了 5 万元，到现在手里还留着 3 万多元的货
本报记者 张召旭

关 注

元宵节临近，城区烟花爆竹销售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21

日，记者走访城区烟花爆竹临时销售点了解到，今年烟花爆竹
销量远远不如去年，部分零售商手里还剩下一大半的货物没
卖出去。

“烟花便宜了，十五放烟花大吉
大利好兆头！”21 日，在振兴路一家
烟花爆竹临时销售点前，摊主李先
生正在热情地招揽顾客，可他的烟
花爆竹摊前一个顾客都没有。

李先生说，根据规定，正月十五
以后城区所有的烟花爆竹临时零售
点都要取消，可他手里还压着 3 万
多元的货物，到现在连本钱还没有
挣回来。“我今年一共进了 5 万元的
货物，现在一共才卖了 1 万 8 千多
一点，去年 5 万元的货几乎都卖干
净了，今年的生意不好做。”李先生
说，虽然剩余的烟花可以交给批发
企业保管，可烟花都是花了本钱买

的，到现在还没回本，如果放到明
年，还不知道是什么行情。

在兴华路一家烟花爆竹零售点
前，由于没生意，摊主坐在路边玩手
机。“现在一天也就能卖出去百十块
钱的烟花爆竹，马上就到十五了，这
销量还不如春节前。”摊主王先生
说，按照以往的经验，元宵节之前烟
花爆竹应该卖得不错，可今年销量
一直很惨淡。

“马上到十五了，我手里还压了
一半的货，今年烟花爆竹是卖得最
差的一年。”已经连续做了 4 年烟花
爆竹生意的赵先生说，他打算这几
天低价甩货，如果压货就得赔钱。

马上到元宵节了
货还没卖到一半

建设路一位烟花爆竹零售商周
女士说，她和丈夫已经连续卖了 3
年烟花爆竹，今年的销量是最差的
一年，他们两口子明年不打算再卖
烟花爆竹了。

“第一年卖烟花的时候挣了将近
两万块钱，去年生意不大好做也挣了
一万二，今年进了 3 万块钱的货，到
现在刚回本。”21 日中午，在周女士
的烟花爆竹摊点，往来人群很多，却
很少有人停下来买烟花爆竹。

周女士说，烟花爆竹生意难做，
她和丈夫打算把自己的烟花爆竹低
价转让出去，可附近的一些零售点
都不愿意要。“今年生意一点都不
好，几乎所有的摊子都得压货，没人
愿意接手剩下的烟花爆竹。”周女士
说，烟花爆竹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
他们两人明年不打算再干下去了，
剩下的烟花爆竹尽量处理处理，如
果实在卖不完就退给批发商，反正
明年不再卖了。

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

想转手都没人愿要
振兴路一家烟花爆竹零

售商刘先生说，春节前连续
的雾霾天气和降雪天气影响
了烟花爆竹销量。“连续的
雾霾天让很多市民更注重
环保，所以买烟花爆竹的
人少了很多，现在市民购
买鞭炮的欲望越来越小，
主要是一些企业会集中购
进一批大型烟花，留到元
宵节当晚燃放。买炮的人
一 少 ， 生 意 肯 定 不 好
做。”

提到买炮的少了，记

者采访了多位市民。一些
年轻人表示，过年过节放
个一两挂鞭炮意思一下就
行。市民高明庆说，现在
楼房越来越多，楼层高，
也比较密集，燃放烟花爆
竹不安全因素更多。尤其
一些楼房密集的小区，安
全隐患比较大。还有就是
年轻人对这种传统的庆祝
方式不太热衷了，以前娱
乐项目少，逢年过节的，放
个鞭炮图个乐。现在娱乐项
目这么多，年轻人更喜欢看

个电视上个网，或者到 KTV

唱唱歌，喊几个朋友一块出
去喝喝酒。

“每年元宵节很多酒
店、地产企业都会燃放大量
烟花，自己放烟花还得花钱
买，看别人放还不用花钱，
不如去大街上看别人放烟
花。”城区居民冯先生说，
春节前全国多地都出现了严
重的雾霾天气，聊城也未能
幸免，大家环保意识都在增
强，也导致今年烟花销量比
去年下降了不少。

市民环保意识增强，娱乐方式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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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兴华西路上，烟花销售点前冷冷清清。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许愿灯”成节日期间火灾隐患
市民建议相关部门对燃放行为加强监管
文/片 本报记者 焦守广

过节放“许愿灯”也是一些地方的习俗，一些年轻人也被
这种祈福方式所吸引，借此来祈福爱情、健康等。然而升空后
由于“许愿灯”随风飘动不受控制，很容易引起火灾意外事故，
如今“许愿灯”已变成节日火灾隐患，市民建议对其加强监管。 近年来，点放“许愿灯”祈福

的传统民俗在年轻人中流传开
来，借此祈福爱情、健康等。

如今，每当过节，城区上空总
会飘荡起大大小小的“许愿灯”。
这些“许愿灯”升空后随风乱飞，
有的被风吹翻，燃烧后掉在地上，
引燃民房等安全事件时有发生。

记者从聊城消防部门了解
到，“许愿灯”已经成为城区节日
火灾隐患，每年都会发生因燃放

“许愿灯”引起的火灾。如果落在
加油站、燃气站等易燃易爆区域，
后果不堪设想。

2012 年 2 月 6 日元宵节夜晚，
聊城城区不少人放起了“许愿灯”，

其中一个刚刚升空不久，被大风吹
斜，蜡烛引燃了外面的纸，变成一
个火球落在了人民广场附近的绿
化带中，火苗引燃枯草并迅速蔓
延。消防人员赶到后才把火扑灭，
被烧坏的草坪面积有 10 多平方
米，所幸是在空旷区域，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和其他财产损失。

升空后随风飞舞>> 节日期间“许愿灯”频惹祸

21 日记者走访发现，“许愿
灯”已经出现在了不少商家的货
架、摊位上，生意也都不错，一般
卖价为 5 元到 10 元一个不等，批
发的话则会便宜不少。

21 日上午 11 点多，记者来到
利民西路铁塔市场，路边“许愿
灯”的身影随处可见，被商家摆到
了显眼位置。在一处卖许愿灯的
商店前，市民孙女士正在和老板

砍价，孙女士告诉记者，她从张炉
集过来，打算批发一些到乡下去
卖。

在香江市场一处“许愿灯”批
发点，围了一圈批发购买“许愿
灯”的市民，其中一位市民说，他
平时在夜市摆摊，最近几天打算
批发点“许愿灯”卖。批发点老板
说，从春节前就进了一些“许愿
灯”，节前节后基本每天都会卖出

三四百个，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出
近千个。

记者花 4 元买了一个“许愿
灯”，纸质“许愿灯”用塑料袋包
裹，包装上印着“安全阻燃型”，并
附有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但没
有商标、厂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明显属“三无产品”，市民如果在
燃放时因质量问题引起事故，根
本无法找到生产商。

“许愿灯”多“三无”产品>> 批发商一天卖出近千个

放“许愿灯”作为传统习俗，
因为它的历史渊源，其中包含了

“祈福”、“心愿”、“祭奠”等寓意。
有市民认为这作为民间习俗，应
该尽量传承，也有市民持反对意
见，认为这种习俗存在安全隐患，
应该舍弃。

“我去年放过几次，感觉挺好
的，也没出事，其实只要选在空旷
人少的地方，没有大风就没事。”

在外地上大学的小刘告诉记者，
在他的同学每当过生日、情人节
时，就会聚到一块写好心愿，放飞

“许愿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也有

市民认为如今人们生活在城市
中，燃放“许愿灯”等习俗与现代
生活不适应，会引起火灾等事故，
政府应禁止在城区燃放。“在我印
象中，这好像是南方的习俗吧？反

正我小时候没放过，现在都是些
年轻人在放。我认为这东西不好，
除了蜡烛就是纸，被风一吹就着
火，还是尽量别放的好。”家住邮
政局家属院的于先生说。

“要放‘许愿灯’可以，最好到
城区外边去。”有市民认为，城区
人群密集，燃放“许愿灯”很危险，
建议政府对“许愿灯”加强监管，
在城区禁止燃放。

传统习俗存安全隐患>> 市民建议对燃放行为加强监管

▲ 21 日，铁塔市场一处门店外放着待售的“许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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