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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热点

“老口味”月饼价高受青睐
不过是普通月饼“穿”上老包装，多数中老年人不买账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陈海芹) 不少商家推出“老

口味”的月饼备受顾客青睐销
量大增。但记者调查发现，这

仅是普通月饼“穿”上了老包

装，并非真正“老口味”，而且

多数中老年人想尝“老口味”

却被高价吓退。

16日，记者走访了大润发

宁夏路店、家乐福名达店，发

现不少商家打起了“老口味”

的招牌招徕顾客。在家乐福超

市，记者发现某月饼厂商摆卖

一种用油纸包好贴红福字的

月饼，4或6个包装的价格为

三十几元到五十元不等。促销
员称，油纸里包的月饼是旁边

货价上卖的散装月饼，有莲

蓉、蛋黄等多种口味，并不是
真正的老式月饼，促销员金小

姐告诉记者，“我们就是用这

个包装吸引顾客，虽然里面没

有真正的老式月饼，但旧式月

饼的包装也很让人回味。”金

小姐表示，只要顾客购买散装

月饼，他们均可给包上老式包

装而且这样的包装在同类中

销量最高。

而在另一家品牌月饼销
售处，记者发现了冠名老式的

包装礼盒，虽是以传统枣泥、

五仁为馅料，但月饼样式仍是
现在常见的新式月饼，礼盒包

装精致共有8个月饼，折后价

为59元/盒，据销售人员介绍，

这种老样式包装的月饼礼盒

最受年轻人欢迎，有的一下就
拿走十几盒，还有一连几十盒

买的，“因为是以枣泥、五仁等

老式的月饼馅料为主，礼盒既

能让人回味又大方很受顾客

欢迎，多数是年轻人拿来送老

人的。现在超市就剩下三盒

了，你要是想多拿，我们可以

直接联系厂家。”记者走访大

润发也发现同样的情况，没有

一款冠名老式的月饼为真正

的老北京月饼，无论是月饼样
式还是品质与以前的老式月

饼差别很大，甚至有的厂商卖

起了台湾老式卤肉馅料的月

饼，叫卖老式包装月饼的商家

此起彼伏，据销售人员介绍，

这种老样式包装的月饼销量

比其他的礼盒销量要好很多。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前

来超市购物的中老年人，他们

多表示五六个月饼就好几十
元也实在太贵，均表示不愿购

买这样的月饼。

来青八年，没回去过一次
中秋节来临，不少“青漂族”却难圆团圆梦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杰 陈海芹

16日上午，记者看到，岛

城各大商场里摆满了中秋促

销的商品，大街上也到处是拎

着大包小包的人群，中秋的气
氛越来越浓。但还是有许多

“青漂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

因回不了家，甚至有的一连几

个中秋节都没有回家。

当问起中秋节打算怎么

过时，35岁的凌爱芳回答得有

些迟钝，对于凌爱芳来讲，“团

圆”似乎是一个很形式很虚幻

的词语。

2002年，凌爱芳跟着丈夫

大老远从安徽来到青岛，“一
直到现在，都八年了，哪年中

秋也没回过家。到了中秋别人

都团圆，自己心里就不是滋味

儿。”“什么时候卖什么挣钱，我

们就卖什么”，一年到头，她卖

过烤鱿鱼、炒栗子、烤红

薯……遇上生意好的时候，根

本顾不上过节不过节，凌爱芳

告诉记者，这八年有的时候连

过年都不能回家。

问到过中秋怎么向家里

老人表示时，凌爱芳勉强地笑

了笑，“这么远我们也不能给

老人送月饼，顶多打个电话。”

凌爱芳告诉记者，要不是有个

孩子在身边，他们夫妻俩都不

会买月饼吃。不吃月饼那会不

会吃顿像样的团圆饭呢？凌爱

芳表示，天天都要挣钱，有时

候摆摊要到晚上八九点，“也
顾不上做好吃的，再说今年菜

价这么贵，也不舍得花钱买多

少好吃的，中秋节就当平常日

子过了。”

凌爱芳】 中秋当天，顶多给老人打个电话

很多人都会享受到中秋三

天的法定节假日，可是对有些

人来说，生计远远比休息重要。

刚刚结婚的王帅和妻子，

本应趁着节日好好享受二人

世界，可是由于想创业，王帅

辞掉了原来比较稳定的工作，

开始了街头摆摊的创业生涯，

而妻子则在一家大型超市做

收银员的工作。

王帅告诉记者，一般每晚

9点左右就收摊，生意好的时

候也会在10点以后收摊，“现
在天气好，顾客在外面逛的时

间也长，我就可以趁着这个时

候多赚点。”而由于超市都是晚

上十点才打烊，他妻子也得在

十点以后才能回家，这样两人

在中秋节那晚，只能在不同的

地方看同一轮圆月，小王告诉

记者，“我们也是年轻人，也有

年轻人的浪漫，可是我们也要

为了生计奔波，我妻子不能为

了陪我就不去上班，我也不能

为了过节就不赚钱养家。”但王

帅表示，肯定会买月饼跟妻子

一起吃，“过节总得有个过节的

样儿，月饼也是一种寄托。”

不能回家陪父母过节，也

不能跟妻子一起吃一顿团圆

饭，但小王依然很积极，“现在

好好打拼就是为了以后更好

的团圆！”

王帅】 中秋夜，妻子上班自己要摆摊

如果算上大学四年，张弛

已经六年没有回家过中秋节

了，两年前从洛阳大学毕业
时，张弛放弃了已找好的银行

职员的工作，只身一个人来青

岛打拼。张弛觉得自己出来闯

闯，以后的人生才能有多种发

展的可能。

“中秋不回家对于我来说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中秋节三

天的假期，坐火车回家就要1

天多，回家过中秋全在路上
了”，张弛笑着告诉记者。

离开了家，思念总会在中

秋节这一特殊的时刻让人无

处安身。“去年中秋节的时候，

大部分同事都回家了，我自己

一个人去饭馆吃了点饭，看着

热闹的人群，心里还是很难

受。”吃完了饭，张弛不愿意回

到住的地方，一个人大街上漫

无目的地溜达，看着稀少的人

群，张弛心里再也忍不住，“我

当时夜里12点跑到火车站，想
买一张火车票，想立刻回家。”

谈起去年的中秋节，20多岁的

大男孩几乎流泪。

最终，去年中秋节张弛也
没能回家，“那你今年不回家的

话，中秋节打算怎么过？”记者

问道，“不知道。”张弛一阵沉默。

“等到十一假期在回家吧，那个

时间长点。”张弛告诉记者。

张弛】 中秋不回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超级大月饼
16日，在香港中路一家大型超市内，一个直径约为1米、重达68kg

的超级大月饼引来一位小朋友的好奇。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影报道

在王帅眼里，生计更重要。

中秋节本是团圆的日子，但有这样一批人却无法回家，见不到父母，吃不上团圆

饭，甚至只能一个人独自在热闹的城市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