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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价优惠，速冻水饺原价

25块9，现价19块5”，“水饺买二

赠一”，“亲情回馈，买水饺送汤

圆”……22日，记者走访了沃尔

玛、振华、大润发等超市发现：

冬至日这天各大商家大搞特

价，纷纷推出‘速冻水饺’优惠

活动。

据大润发水饺卖区的工作

人员透露，今天水饺需求量明

显增加，比平日速冻水饺销量

多了700多包。一方面，商家推

出优惠活动吸引不少市民眼

球，另一方面按照习俗，冬至日

这天应该吃水饺。

22日上午10点多，记者来

到沃尔玛超市，此时这里正在

举行“包饺子比赛”，并吸引了

很多顾客参加。只听销售人员

一声“开始”后，参加比赛的五

名顾客就迅速拿起饺子皮，夹

上饺子馅，飞快地包起来。一分

钟后比赛结束，一位五十多岁

女士以包了二十多个水饺的成

绩，或得第一名。

比赛不是目的，促销才是
本意。记者发现，几乎每个品牌
的水饺都有打折优惠，湾仔码

头的水饺销售人员现场煮水饺

免费让顾客品尝，一锅又一锅

地水饺热气腾腾，顾客的购买

热情更加高涨。在特惠水饺前
人头攒动，六十多岁的王大娘

一下子买了8袋。几乎每一个顾

客的购物车里都放着几袋速冻

水饺。“冬至，不吃水饺吃啥

呀！”不少顾客表示到，“速冻水

饺方便，现在品种也多了，想吃

啥就有啥馅的，就不想浪费时
间去包了。”

中午记者走访了几家水

饺店，几乎每家水饺店里都是
爆满。据位于三站批发市场附

近的三合院水饺店的店员宋

女士介绍，很多市民几天前就

打电话来预约水饺，“我们店

只能预约不能订座，预约的水

饺只能带回家。”冬至这天我

们店的顾客人特别多，几乎比

平时多三倍多，人太多了也没

法预定座位。

记者在大大水饺馆看到，

由于客人太多，座位有限，许

多顾客都等候在其他顾客饭

桌旁。“没办法呀，今天冬至，

都赶在这一天吃饺子了。”忙

的气喘吁吁的饺子馆老板徐

女士告诉记者，“到晚上人还

能多，今天我临时叫了亲戚过

来帮忙。”

22日下午，记者来到了三

环农贸市场看到，几家紧挨着

的饺子皮店正在忙碌着压着饺

子皮。“今天这机器都没停过，

不知道卖了多少张了。”正在给

顾客称饺子皮的孙女士说，从

早上开始来买饺子皮的都没断

过，我们忙的连中午饭也没吃。

“今天一天的销售量比平时多

两三成。”

“数不清卖了多少张了，

总之从早上到现在还没闲着

呢。”紧挨着孙女士店的工作人

员说，“你要多少饺子皮？”还没

等和记者说完，她又连忙招呼

顾客去了。记者发现这位工作

人员脸上摸着许多面粉，可能

忙的忘记擦掉了。“七八种饺子

馅也卖的挺好，比平时翻了一

翻。”一卖饺子馅的店员说。

超市：“包饺子比赛”拉开节日促销战

饺子店：顾客比平时多三倍

农贸市场：“数不清卖了多少饺子皮了”

临近双节业务大增拖累速度

同城快递半个月还没递到
本报12月22日讯(实习生

倪堃 王红平) “两包中性

笔寄同城快递都半个月了，货

主还没有收到，送快递的还不

接电话，现在我只能再换个快

递公司重新补给货主两包。”22

日，市民孙女士见到记者就大

吐苦水。

家住莱山区的孙女士日常

靠经营一家以文化用品为主的

实体店铺为生，闲暇时则在网

上经营文具店铺。12月初她和

平常一样将接到的货单通过快

递公司邮寄出去。但是用时最

短的同城快递却成了这次交易

的“绊脚石”。同城快递将货件

一拖就是半个月，并且没有给

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孙女士多

次寻求为果的情况下，只能重

新找了一家快递公司将交易货

品快递给货主。

记者根据孙女士提供的电

话联系了该快递人员，但是快

递收据上留的两个电话均被告

知已经停机。随后记者又拨打

了快递公司网上留的对外联系

电话，3个电话只有一个能拨

通，但是没有人接听。

孙女士告诉记者最近她已

经联系不上该快递公司的投递

员了，“其实我有时候也挺能理

解他们的，现在都快过节了，谁

没有个事情呢，出点错误还是

可以理解。但是他们不能不接

我的电话，而且我们找他们送

的快递现在也没了踪迹，这样

我们以后还怎么敢再找他们送

东西？”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圆通、

EMS等几家快递公司，几家公

司均表示最近由于临近“圣诞”

“新年”双节，邮寄的快件有所

增多，因此快递公司最近所有

职工都加班加点。

没活干 还花钱

部分农民工

提前返乡
本报12月22日讯(实习生

赵丽蕊 刘竹青) 春
运还未开始，在火车站已经可
以看到一部分农民工提前返
乡。这些农民工大部分都是因
为停工了，没有活干而不得不
踏上回家的列车。

22日上午，记者来到烟台
火车站，偌大的候车厅里乘客
并不多，却总是能看到提着大
包小包行李的农民工，前去询
问得知，他们要乘火车回家。

通常情况下，此时回家对于常
年奔波在外的农民工来说还
有点早。其中一位来自河南开
封的刘师傅告诉记者“我们是
在黄县(现龙口)干外墙粉刷
的，天气太冷了，粉刷的墙面
会被冻，早在12月10号就已经
停工了。”当被问及停工以后
在烟台的工作时，刘师傅直截
了当的说：“没有找活干。”

“离春节还有四十多天，

这就没活了”刘师傅一边吸烟
一边说，“兴许回家还能找点
活干，回家后谁家要是盖房子
就过去再干一段时间。在烟台
消费太高了，一天要花将近二
十块的生活费。没活干还要另
外花钱，不如趁早回家。”

信用卡调高额度

各银行标准不同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何泉峰) 最近，商场促销打
折多处可见，习惯刷卡消费的
市民过足了瘾，但为了能满足
临时需要，不少市民感到信用
卡现有额度不足，要求提高信
用额度。

记者采访了建设银行、工
商银行、中国银行等12家银
行，发现对于信用额度的评
定，各家银行均有自己的一套
信用评分体系，市民要拨打卡
上的客服电话，通过总行的信
用系统，对持卡人各方面的情
况进行评定后才能适当的调
整额度，每个银行侧重点不
同，同一个人在各家银行的信
用卡额度会有较大差别。

业内人士表示，刷卡消费
要适可而止，有了较高的信用
额度并不意味着可以无尽挥
霍。及时还款很重要，一旦有
了不良信用记录，将会影响到
个人以后在任何一家银行的
贷款情况。

22日又是一年冬至日，作为该传统节日的节日饭“水饺”在港城也火了一把。各大超市纷纷来开饺子促销大战，饺子
店里更是顾客爆满。而在农贸市场，饺子皮也是销售火爆。

每年农历冬至这天，不论
贫富，饺子是必不可少的节日
饭。那我们冬至日为什么有吃
饺子的习俗呢？专家介绍这是
为了纪念“医圣”张仲景冬至
舍药。

张仲景辞官回家时看到
白河两岸乡亲不少人的耳朵
都冻烂了。便让其弟子在冬至
那天舍“祛寒娇耳汤”医治冻

疮。人们喝了“祛寒汤”，浑身
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
都治好了。后人学着“娇耳”的
样子，包成食物，也叫“饺子”

或“扁食”。

冬至吃饺子，是不忘“医
圣”张仲景“祛寒娇耳汤”之
恩。至今南阳仍有“冬至不端
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
民谣。

冬冬至至到到来来
吃吃饺饺子子
昨日港城水饺生意很火爆
本报记者 李园园 孙芳芳 张琪 实习生 宋佳 吕志慧





为何冬至

吃饺子？

为了迎接冬至，烟台沃尔玛超市举办了“包饺子大赛”，参赛市民中不乏

包饺子高手，她们熟练的而又迅速的动作让很多年轻人自叹不如。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市民在超市选购速冻水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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