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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有了巧克力，你多久没买传统糖果吃了？

传统糖果仅靠“喜糖”打天下
本报记者 张召旭

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已经
有了很大的改善，以往稀罕的“糖
果”在人们心目中渐行渐远，很少
有人会因为能吃到糖果而感到分
外幸福了。只有在婚礼、庆典等喜
事上，作为彩头的“喜糖”才又走
进人们的视野。

19 日，记者走访龙山和香江
糖果批发市场发现，各种红色黄
色牌匾的门头有数十家，各种颜
色和样式的糖果摆在路边最显眼
的位置。经营了十多年糖果批发
生意的孙女士说，现在糖果的生
意越来越难做，除了赶上结婚好
日子，别的时候，糖果根本卖不
动。“以前一个月能卖好几百斤，
现在一个月也就能卖个百十斤左
右。”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家做糖果
批发生意的店主，得到的答复都
是如今糖果远远不如前些年卖得
火，而谈及糖果的销路，除了部分
商店的零星批发外，有多家店主
表示有 80% 的糖果是被结婚和生
孩子的市民买走了。

结婚生孩子
才买传统糖果

19 日上午，在香江批发市
场，几乎每个糖果店铺里都有忙
着挑选糖果的顾客。记者了解到，
有的是新人们自己前来挑选，而
有的则是由父母代劳。“我儿子国
庆节当天结婚，所以先准备好喜
糖，双方亲戚朋友比较多，差不多
要买上 60 斤左右才能够用。”家
住柳园小区的王女士说。

“超市里的糖果种类比较单
一，而且价格也很贵。在批发市场
选择的余地大，价格也便宜。再用
自己买的喜糖袋包装不比超市里
的差多少。”一对正在挑选喜糖的
新人对记者说，批发市场量大价
低的糖果是省钱的很好选择。

该批发市场一糖果专卖店
店主刘先生介绍，国庆节马上就

要到了，趁着长假结婚的人比较
多，近期糖果的销量也比平时明
显增加，基本都是为婚庆做准备
的。刘先生告诉记者，有的顾客
一次能买 100 多斤喜糖。“别看现
在喜糖卖得火，主要原因就是现在
是结婚旺季，一年之中，除了‘五
一’、‘十一’结婚旺季和春节前夕，
其它时间喜糖市场非常不景气。”

糖果作为喜糖，高峰期只有“五一”、“十一”

柳园路一家超市糖果专卖区，徐
福记、阿尔卑斯、雅客等品牌的糖果占
了 80% 以上，在这些品牌的糖果外包
装上，生产日期、厂家、保质日期等信
息都很齐全。“我们卖正品糖果，但买
的人不是很多，主要是价格有点高。”
该超市工作人员说。

而在香江和龙山糖果批发市场
上，还有很多三无糖果，甚至是一些山
寨名牌糖果。这些糖果外包装上只写
有糖果的名字、重量以及配料，根本没
有生产日期、生产厂家，更不用说生产
批准文号。这些糖果价格在 8 元左右
一斤，比品牌糖果便宜一半以上。

正在为婚宴准备喜糖的刘先生
说，“选购喜糖发现，很多糖果纸上没
写啥地方产的、没生产日期。婚宴给
来宾这种糖果，人家背后肯定会笑话
我们太抠门。”

“买喜糖不能只看包装好不好
看，质量不过关的喜糖，宾客吃了可
能有不良反应，那就麻烦了。”市民赵
女士在工商部门上班，她说，买喜糖
最好去大型商场，虽然价格高了一
点，但质量一般都有保证。买糖最好
查看糖果的标签及包装，首先观察外
包装是否整洁干净，字迹印刷是否清
晰，标签是否完整，产品是否在保质
期内，尽量选购近期生产的产品。

很多糖果“三无”
不受人待见

小时候买上几颗糖果却舍不得吃的场景还记忆犹新。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
善，糖果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现在的小孩子们都比较喜欢吃巧克力之类的甜食，普通的含在嘴里的硬糖早已经没有了市场。
现在糖果市场几乎被婚庆行业垄断，喜糖也几乎成了糖果的代名词。

1 9 日，城
区一家超市里
的糖果专柜前
乏 人 问 津 。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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