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9日讯(记者 鞠平 实习生
陈琳琳 王红平) 春节将近，很多人开始

筹划假期如何安置自己的宝贝宠物，有人准

备托运回家，有人准备寄养在宠物医院，还

有的人认为只有将宠物托付给亲友才放心。

9日，记者就宠物过年问题走访了车站和宠

物医院。

火车托运起来很麻烦

“绝对不允许宠物进入候车室。”火车站
候车室的值班站长告诉记者，最近几年很少

有旅客要求携带宠物进站了，大多都知道要

给宠物办理托运。

但是给宠物办理托运的手续比较麻烦。

据火车站管理托运的工作人员介绍，办理宠

物托运不同于一般的行李托运，因为害怕宠

物可能携带病菌，所以需要宠物的主人带宠

物去动植物检疫所消毒，并办理消毒和检疫

等证明。“必须是直达，我们才能为宠物办理

托运。”工作人员介绍，如果旅客需要中途转

车，那么将不能办理宠物托运。

记者从烟台长途汽车总站了解到，客运

班车上不允许携带宠物，旅客私自携带宠

物，是过不了安全检查的，一经发现立即交

由公安局处理，很可能因此而影响了旅客的

正常出行。

寄养安全花费高

随后，记者走访了几家宠物医院，发现

寄养宠物的费用是按宠物的体积和寄养天

数来计算的，寄养一只狗一天的费用大约在

20元左右，而如果是猫的话费用还会更贵一
些。

一家宠物医院的医生对记者解释，寄养
的宠物一般都是单独放置，并且由专人看

管，因为有各种医疗设施做保障，所以主人

可以放心将宠物寄养在宠物医院。

“我有朋友也养狗，他寄养过宠物，感觉

寄养个两三天的话还行，要不太贵了。”带爱

犬来医院做检查的张女士告诉记者。

亲戚家寄养担心挺多

“不愿意看我家宝贝受委屈。”李女士也
是带爱犬来医院做检查，她说如果春节假期

太长，她会联系朋友把宠物寄放在朋友家。

“办理检疫证件有点麻烦，也不想花高价寄

养宠物，我只能求助于亲友中能够照顾宠物

的，但是也会不放心。”

据了解，选择寄放宠物的亲友要考虑的

非常多，包括朋友正在喂养的宠物以及之前
喂养宠物的经历和方法，不是只把宠物放在

朋友家就不用管了；还要担心宠物在亲友家

住不惯吃不惯。“我过年，我家的宠物更得过

好年。”李女士说对记者说。看来，这宠物过

年所要讲究的还真不少，主人们要想为宠物

过好年，可真是要多花心思了。

本报1月9日讯(记者 李园园)

后天就要过腊八节了，在北方腊八

节这天不仅有喝腊八粥的习俗，还

有做“腊八蒜”的习惯。7日，记者走

访了烟台多家蔬菜市场了解到，去

年“蒜你狠”的高价大蒜价格虽有大

幅度下降，但是目前六七块钱一斤

的大蒜还是让很多市民望而却步，

做腊八蒜的市民也少了很多。

7日上午，记者来到北马路附近

的红利市场，一进市场东门，就听到

有摊主在吆喝：“大蒜六块钱一斤

了！看看这大蒜质量多好，蒜瓣个个

都饱满。快过腊八节了，买点回去做

腊八蒜吧。”

说起大蒜，摊主刘先生摇摇头

对记者说，现在大蒜一点也卖不动

啊，“现在都十点了，我才卖了十几

斤蒜。”一天也就能卖五十来斤大

蒜。比起去年，现在的大蒜价格虽然

降了不少，但六七块钱一斤也不好

卖。腊八节临近，这几天比前几天卖

得多了点，但是买的人比去年少多

了。“去年这个时候一天能卖上200

斤大蒜。”

记者在市场上遇到了七八个买

大蒜的市民，其中有六个人都表示

要做腊八蒜，但由于蒜价比价高，都

不会做很多。六十多岁的于先生家

每逢腊八节都会做六七瓶腊八蒜，

“蒜这么贵，今年就少做点腊八蒜。”

于先生提着买来的十块钱的大蒜

说。

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王女士一边

捡着蒜一边对记者说，他们家人都

爱吃腊八蒜，她每年都会买四五斤

蒜来做腊八蒜，“前两年这样的大蒜

还不到一块钱一斤。现在的蒜虽然

比去年便宜，但价格也挺贵的。今年

我打算少买点，做二斤腊八蒜。”

记者看到，也有不少市民问了

大蒜价格后，摇摇头走了。

本报1月9日讯(记者 李娜) 进

入腊月，年味越来越浓，农村大集也越

来越热闹。9日上午，虽然天空下起了

雪，但赶集人的兴致一点没减。在热闹

的人群中不仅有周围居民，还有不少

从市区赶来凑热闹的“上班族”。

9日上午9时许，下起了阵雪。记者

来到福山大集看到，33路公交车停下后

下来十六七人；与此同时，在路对面的

公交站牌处，二十多人正等候回去的公

交车。红豆、豌豆、玉米面、带鱼、鲅鱼、对

虾海鲜一应俱全，糖葫芦、爆米花、小兔

子气球的叫卖声也让集市变得很热闹。

“每到腊月，母亲特别喜欢在大集

上买年货，这不，刚刚又买了玉米面、红

豆、豌豆，说是做腊八粥。还是大集上卖

的五谷杂粮味道香也便宜。”在开发区

工作的鹿勇告诉记者，腊月里农村大集

常常能买到意想不到的好东西。“今天

是周末又逢集，我开车带着母亲出来逛

逛，顺便买点年货。”“‘三六九’，赶大

集。人多热闹，在家呆着也没事，我和老

伴来大集上看看买点。”65岁孙女士说，

她和老伴住在宫家岛小区，特意坐公交

车赶福山大集的。

今年60多岁的于国强在集市摆了

花生米、红豆、绿豆、豌豆、黑米、玉米

面等十几种农产品，不少人在询问购

买。于国强告诉记者，现在买粗粮的越

来越多。腊八节前这几天，买腊八粥原

料的更多。“今天星期天城里人来的挺

多，我这袋玉米面，就剩下五斤了。天

气好的话，这集市更热闹。”

上午10时，卖鸡的王师傅已经开

始收拾桌案，准备回家了。“今天人特

别多，买卖也好，450只鸡三个钟头就

全卖光了。”王师傅喜滋滋地说。进入

腊月，饭店农家买鸡的越来越多，平时

一天卖200多只鸡的他，今天三小时运

来的450只鸡就全卖光了。

由于下雪，卖福贴、对联的摊主们

都早早收了摊。“过了腊八，大集会越

来越热闹。”

相关链接：

市区周边集市
黄务大集：农历每月一、五。乘坐9路、

27路、50路公交车，黄务小区站下。

莱山镇大集：农历每月二、七。乘坐53

路公交车，莱山镇站下。

福山大集：农历三、六、九。乘坐33路公

交车，奇泉路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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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07
种类多且实惠，办年货，不少城里人去福山赶大集

450只鸡三个小时就卖完了

大蒜价格比较高

做“腊八蒜”的打折扣

9日，离2011年春节还有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烟台市区大街小巷已

然出现工作人员冒着风雪悬挂灯笼
的身影。

据悉，解放路，胜利路、西南河

路、机场路、海港路等都将悬挂灯笼
营造新年氛围，由于南大街沿街绿
化树低矮等原因，不适合悬挂灯笼，

将改为其他灯饰。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影报道

灯笼挂起来

年味浓起来

主人回老家过年

宠物怎么办？
托运、寄养、亲友看管，方法不一

福山大集上，市民正在购买适宜存放的肉食。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