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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一海滩堆满建筑垃圾
环卫部门：新的建筑垃圾处理场已在规划协调
文/片 见习记者 毛旭松

圣诞“香港游”

港城流行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李

园园) 随着节日临近，旅行社

也迎来了出游旺季。21日，记者

在烟台各家旅行社了解到，圣

诞节期间“香港游”在港城很流

行，一天七八个去香港的团早

已报满，且大多数是女性。

21日，记者来到位于芝罘

区二马路附近的烟台国际旅

行社，据该旅行社的业务经理

刘振介绍，今天圣诞节旅行线

路中，“香港游”线路最火了，

23日、24日、25日这三天去香

港的团都已报满了。圣诞节去

香港出游的人中，绝大多数是

女性，且主要是奔着购物去

的。“香港是购物的天堂，圣诞

节也是商场打折节，各个大品

牌都以超低的折扣吸引着外

来游客。抱着单纯去玩的心态

去香港的人几乎没有，我们旅

行的线路也是观赏风景与购

物组合在一起的。”

据烟台国际旅行社业务

经理刘振介绍，烟台市圣诞期

间一天去飞往香港的团有七

八个，但是现在都已报满了。

圣诞期间除了去香港的线路

火爆外，距离近、价格相对便

宜的东北三省滑雪线路也比

较受市民青睐。“但是价格都

比去年贵了5%-10%。”

据了解，进入12月份以

来，很多市民开始提前预定春

节旅游线路，国内的海南岛游

和出境的东南亚海岛游最火，

这些线路也是许多旅行社主

推产品。

芝罘区启动

节日食品安检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郭

建政 见习记者 孙淑玉 通

讯员 李峰) 临近圣诞、元

旦，居民采购食品热情高涨，食

品安全备受关注。近日，记者跟

随烟台市工商局芝罘分局工作

人员走访了部分市场调料的批

发渠道、零售摊点，除一家散装

蜂蜜包装有问题，以及部分商

店过期调料未及时下架外，暂

未发现其他问题。

“这种散装的蜂蜜不可以

随便包装，应该放在大桶内并

贴上保质期等标签。”20日上

午10点半左右，在文化路农贸

市场一家土特产批发商行内，

工作人员指着几罐蜂蜜说。原

来，是店家自制了蜂蜜后私自

包装成罐，放在店里叫卖。

一上午芝罘区工商分局的

工作人员走访了大部分市中心

市场的调料批发渠道、零售市

场，除散装蜂蜜的包装问题，还

查出少数几家商店过期调料没

有下架，大部分调料合格。

刘科长告诉记者，目前工

商部门主要通过眼观，检查进

货途径等方式抽查。对包装好

的调料，一般是通过检查生产

日期、保质期等具体信息来辨

别假冒伪劣、过期等商品。

“检查的结果看，大部分

调料是合格的，但是市民不能

掉以轻心。”刘科长提示市民

在购买包装好调料时，注意检

查生产日期、生产厂家、条形

码等商品信息，散装食品则主

要从成色、新鲜度和气味等方

面查看，必要时辅之以浸泡等

方式加以甄别。

据了解，20日的调料市

场检查是节日食品安全系列

检查的第一项。近日，烟台市

工商局芝罘分局将组织工作

人员对调料、水产品、生肉等

领域进行集中抽检。

芝罘区幸福海宿营地以北海域被建筑垃圾材料霸

占，原本美丽的海滩成了垃圾集中地。以前在此游泳的

市民相继离开，热闹的海边只剩下堆积如山的建筑垃
圾，记者对此进行了相关调查。

现场：建筑垃圾霸占海滩
21日下午，记者来到芝罘

区幸福海宿营地北的海边，发

现海边沙滩完全变成了堆积

建筑材料和扇贝壳的垃圾场。

一眼望去，海边全是石板、土

块、木头等垃圾，沿着海岸线足

有几公里远。被渔民倾倒在海

边的扇贝壳散发着臭气，本应

该安静美丽的大海沙滩一片

狼藉，惨不忍睹。

走近一看，早前倾倒的

建筑垃圾已经湮没在沙子

里，塑料袋、泡沫材料被风吹

得到处都是，有些甚至被吹

到了海里。正好一辆货车拉

着满车建筑垃圾在此倾斜，

三个工人正忙着往沙滩上卸

残破石板。

居民：这里是新规划的垃圾场？

正在沙滩上锻炼的老人

李顺然提起这些建筑垃圾，

非常气愤的说：“ 这些东西
都是最近一两年才堆这的！

两三年前海滩非常干净，附

近居民夏天还能下海洗澡，

我们老人也能坐马扎在海边

吹吹海风聊聊天。现在谁还

敢游泳啊，光着脚丫子很容

易被玻璃碴子割伤。”

垃圾越来越多，环境越

来越差，来海边的居民是越

来越少。“最近这一两年，建

筑材料都一车一车的堆到海

边。涨潮的时候，海水把垃圾

冲到海里。现在又是割扇贝

的时节，扇贝壳被渔民丢在

海边，散发着恶臭味。再也没

有多少人愿意到这的海边来

玩了。难倒这里是新规划的

垃圾处理场？”市民周莲讲

说。

环卫处：建筑垃圾处理场正处空档期
对于海边成为建筑材料

垃圾场的现象，记者采访了芝

罘区环卫处。“原本建于幸福十

四村的专业建筑垃圾处理场

早已经饱和，环卫处已经向上
级单位提请规划新建建筑垃

圾处理场，现在上级政府正在

规划协调阶段。所以，现在这个

阶段正处于空档期，环卫处也

派人24小时进行巡查，尽量杜

绝建筑垃圾乱倒现象。”环卫处

徐科员说。

本报12月21日讯(见习记者

孙芳芳) 桶装水企业酝酿涨

价引起了市民的极大关注，“市

场上有的水才卖四五块钱一

桶，而提价后的张裕水卖到15

块钱一桶，这其中的差距怎么

就这么大呢”，带着疑问记者21

日对市内各大水厂进行了走

访。不少品牌水企都抱怨一些

劣质桶装水由于成本低廉大打

价格战，使得品牌水企陷入了
尴尬的境地。

据市场调查，目前市区桶

装水主要的营销模式是：厂家

找到水站或送水点合作，由送

水点代卖桶装水，市民和客户

打电话要水后，由送水工送桶

装水上门。这就给一些不法水

店提供了可趁之机。张裕矿泉

水有限公司的沈经理告诉记

者，一些黑心水店制造假水主

要有两种方式，“有的水店是

用杂牌水充当名牌水，还有的

水店干脆灌装自来水来冒充桶

装水”。

“小水厂生产的桶装水省

略了许多消毒程序，有的干脆

就是灌装的自来水，成本可能

只有几毛钱，而我们生产一桶

水的成本价就已经接近 3 块
了”，浩浪水业有限公司的任经

理告诉记者，现在烟台市场上

的水企业基本上已经达到了饱

和，“烟台本地的张裕、浩浪、康
宝、奥洁等品牌占据50%左右的

市场份额，剩下的全被一些小

水厂瓜分”。小水厂频打低价牌

来抢占市场让品牌水企有些进

退两难了，“降价的话，我们就

没有利润可图；涨价的话就会

失去部分客源。”

在采访中，有不少桶装水

企业纷纷抱怨道：行业门槛太

低，导致大量假劣桶装水涌进，

造成了桶装水市场上的恶性竞

争，最终造成了市场的无序。

面对困境，水企应该如何

自我解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不少水企都在强调“服务”

和“品牌”，“现在大家更关注

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浩浪水

业有限公司的任经理告诉记

者，恶性的“价格战”只会拉低

行业、企业的利润，大家都没

有好处，只有想赚快钱的短视

行为的企业才会采取这种方

式，品牌企业一般不会跟风打

“价格战”。业内人士表示，水

是刚性需求，消费者不会因为
水贵了就少喝，水便宜了就拼

命喝。对于刚性需求的东西，

就不应该打“价格战”。价格战

最终使得厂家、经销商，甚至

消费者都受害。

“有的水店用自来水冒充桶装水”
部分大水厂抱怨：劣质桶装水搅浑水市场

建筑垃圾堆满了海滩，被人丢弃的扇贝壳则散发出一阵阵臭味。

21日，在烟台滨海广
场，保洁人员正在冲刷广场
上的博士灯。前几日的恶劣
天气给博士灯蒙上了一层

灰尘，为了在圣诞节及元旦

期间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及

游客提供一个洁净的环境，

广场管理处组织人员对广
场上一些设施进行了除尘、

清刷处理。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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