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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后，粽子何去何从
超市先低价促销再返厂处理，粽子返厂后将按程序销毁，残渣焚烧或作为肥料
本报记者 李贺

6月23日，由菏泽西城教
育地产将军苑倾情举办的少
儿才艺公益培训在售楼中心
盛大开幕。当天，将军苑门口
人头攒动，家长陪同孩子纷
沓而至。转眼间，售楼中心聚
集了百号人，孩子叽喳叽喳
的声音，家长们交谈的声音
以及置业顾问与客户交流的
声音交汇在一起，使将军苑
售楼中心热闹非凡。

培训教室内美术老师精
彩的培训互动获得了孩子们

一阵阵的掌声，随后是孩子
们自主作画的时间，孩子们
安静地坐在小椅子上开始画
自己的作品。与此同时，家长
们一边品尝着将军苑提供的
各种美食，一边向置业顾问
咨询将军苑项目。

将军苑是由菏泽通阳置
业投资开发建设的人文教育
大盘，也是菏泽西城重点建设
项目。项目总占地283亩，建筑
面积60余万㎡，由35栋小高层、
高层和1处大型的商业购物中

心组成。将军苑项目作为西城
的一张闪光名片，主打教育品
牌，项目地处菏泽最具文化氛
围的中心区域，小区内不但设
有双语幼儿园，而且附小新校
区与将军苑项目仅一墙之隔，
高校浓厚的艺术氛围和文化
底蕴，让孩子在耳濡目染间受
益匪浅。

再次走进培训教室，以
主题为“我的快乐童年”的作
品已经被老师粘贴到黑板
上，一件件稚嫩而丰富的作

品展示在眼前。
此次少儿才艺公益培训

活动给孩子们提供了一次免
费生动的美术课程，也让将军
苑的业主们有了一个促进邻
里关系、拉近邻里距离的融
洽、祥和的机会。活动期间，将
军苑售楼中心人头攒动，好不
热闹。一位老业主黄先生激动
地说，看了好几个楼盘，就是
将军苑最热闹了，将军苑的确
为业主考虑得更多。

(张涛)

将军苑：

少儿才艺公益培训开启

端午节吃粽子，许多超市大打粽子牌，端午
节过后这些粽子怎么办？记者调查发现，许多超
市开始加大促销力度，一些大型超市常年卖粽
子，另外，部分超市将卖不完的粽子进行返厂处
理。

>>打折促销处理“余粽”
端午节过后，走进超市，

粽子的促销最为抢眼。为防止
端午节后粽子存货过多，从端
午节前两天开始，商家已经开
始打起粽子“促销战”。端午节
过后，虽然粽子都搞特价，粽
子还是少有人问津。

24日，在牡丹南路的一家
超市门口，销售员把粽子摆在

了超市门口，上面贴着“大减
价”、“买二送一”等标语。“这
两天吃粽子就是吃个节日气
氛，可是端午节一过，粽子也
就不好卖了。”一名销售员说，
许多超市正采取打折促销的
方式，尽快处理“余粽”。

随后，记者来到了八一
街一家超市，情况也是如此。

当记者从粽子区走过时，销
售员极力推荐一款粽子。“超
市在处理粽子，现在买很实
惠，这袋原价15元，现价仅售
9元。”销售员说，为防止端午
节后粽子剩货，其实从端午
节前两天，超市就已经开始
粽子促销了。粽子卖场俨然
成了“淘粽场”。

>>大型超市粽子常年卖
端午节前，各个厂家的粽

子充斥市场，端午一过，粽子
不再受宠，剩下的粽子又到哪
儿去了？八一街一家超市销售
员告诉记者，由于粽子销售存
在节气效应，为避免存货压
力，超市会根据销量订货，在
端午节前四至五天，超市就开
始停止进货，尽量做到售完。

“如果端午节后还卖不完，就

低价销售，若销售不完便会返
回厂家。”该销售员介绍。

据介绍，并不是所有的粽
子都可以返厂，有些品牌粽子
不能返厂，所以超市就加大促
销力度，尽量在一定时间内消
化掉剩余粽子。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及生活方式改变，粽子已经不
是节令食品，相比月饼，粽子

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它保质
期都在6个月以上，而且平时
也有的卖。

在中华路某大型超市内，
一名销售员告诉记者，他们超
市一年四季都有粽子，也有不
少人并非端午才购买粽子，平
时买粽子的也不少。“平时我
们也有两个柜台销售粽子。”
该销售员说。

>>返厂粽子按程序销毁
企业生产粽子会根据市场

需求量制定生产计划，尽量避
免生产过多存货。一家粽子生
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剩余的
粽子如果在保质期内厂家会以
低价销售给固定合作的饭店，
剩余数量若较少，可以发给员
工当福利，总之以各种方式将
为数不多的粽子自行消化。

记者了解到，过期的粽子
进行返厂处理会按照产品通
常的流程进行销毁，包装粉碎
或者破坏掉，另外产品也要进
行破坏。“处理后的剩余残渣
当肥料或者焚烧处理。”菏泽
本地一家生产粽子的企业负
责人赵经理表示，对于返厂食
品，企业往往都有非常严格的

销毁程序。
针对市民担心的明年翻

新销售的情况，赵经理说，一
般说来，企业为自身信誉和长
远利益，不会把过期粽子重新
包装后再销售，更何况粽子的
制作材质特殊，黏度高，时间
长了就会发硬，根本不会出现

“翻新”销售的现象。
端午节过后，超市里的粽子鲜有人问津。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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