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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卫生又新鲜

半成品年夜饭俏销

C06

部分快递

线路限单

街头很难见到捏糖人了
这种手艺在德州面临失传
本报记者 李明华

●

本报1月24日讯(记者 张
晓琳 王乐伟) 春节日益临
近，年夜饭怎么吃又成了很多
人讨论的话题。24日，记者在
市区一些大中型酒店了解到，
大部分酒店的年夜饭席位已
经预订一空，而今年与往年有
所不同的是，很多酒店推出半
成品年夜饭很受市民的欢迎。

解放南大道一家酒店的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现在已

经推出了半成品年夜饭，所
谓半成品年夜饭就是某些菜
肴的半成品，市民买回去简
单加工就能上桌。记者发现，
这家酒店的半成品年夜饭的
种类很多，素菜、荤菜、汤煲
一应俱全。可以单点也有各
类半成品套餐。

受人工成本、农产品等
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影响，今
年年夜饭价格普涨一成左

右，很多市民对饭店推出的
半成品年夜饭很是叫好。家
住安然居小区的刘先生告诉
记者：“跑了好几家酒店都没
有预订到年夜饭，有这种半
成品的年夜饭很不错，自己
在家加工制作，干净卫生，还
不用排队等候，在临近年三
十时现买现吃更新鲜。”

而在很多超市里，虽然
没有半成品的年夜饭，但是

各种各样的半成品食品也很
受市民欢迎。在育新街一家
炸货店门口，记者看见很多
市民围着购买炸货，长青街
上同盛蒸碗食品店的工作人
员也介绍说：“提前买好东西
为年夜饭做储备的顾客，多
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和一
些大年三十回家比较晚的上
班族。临近年底，店里的销售
量能是平时的两倍。”

按照以前的习俗，春节前
夕，德州大街小巷又会迎来捏糖
人的手艺人，孩子们把他们团团
围住。然而，如今的街头已经很
难见到他们的身影，仅剩的几名
手艺人，这时段都不愿呆在德
州，而去了北京等大城市赚钱。

本报1月24日讯 (记者
郭光普) 不少快递人员面临
返乡、放假，淘宝店家和市民
都加快了快件的投递速度和
数量。受此影响，快递企业开
始趋于饱和，甚至爆仓，部分
企业已经开始对新疆、内蒙
等比较远的线路计划减少或
者限制接单数量了。

23日上午，德城区学府家
园的陈先生要给南方的战友
寄一些特产，尽管提前近三
周，快递人员还是告诉他寄
得有点晚了，再过几天可能
就不往远处送了。记者从市
区几家快递公司了解到，受
春节临近的影响，近期快递
业务增长，加之前段时间大
雪、大雾等天气，不少快递公
司快件饱和，甚至有的企业
出现爆仓现象。

“目前我们照常收单，但
是依照往年惯例年底前几天
会减少或者限制收单。”德州
圆通快递工作人员称，春节
期间除了部分快递投递人
员会放假、返乡，一些网店、公
司也面临着放假，受此影响一
些远处的快件可能会无法及时
送达。德州中通快递工作人员
则表示，目前内网上已经挂出
通知，对一些远距离的快件开
始计划减少收取量。

中档白酒

忙于促销

本报1月24日讯 (见习记
者 宿可磊 张潇然 ) 2 4

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超市和
烟酒商店发现，多种品牌白酒
都在大搞促销。

24日上午，记者在市区一
些超市年货大街上看到，众多
白酒品牌推出了不同程度的
促销活动，有的捆绑销售买一
赠一，有的买酒送代金券、送
油……各式各样的促销方式
吸引着顾客的眼球。

超市工作人员介绍，受塑
化剂事件、“限酒令”等因素影
响，白酒销量降低，因而今年
白酒的促销力度比往年大很
多。加上春节是销售旺季，为
了吸引客户，各酒水商都会加
大促销力度。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促销
的白酒基本上是价格在一二
百元左右的中档酒，茅台、五
粮液等高端酒并没有太大动
作。“市民春节用酒主要还是
以中低端酒为主，所以商家还
是主打百十元左右的酒。”湖
滨中大道一家酒水经销商说。

本报1月24日讯 (见习记
者 宿可磊) 春节临近，家
里有宠物的市民在安排春节
出行时也开始忙着给自己的
爱宠寻找暂时的新家。24日，
记者走访德州多家宠物店了
解到，最近春节期间宠物寄养
的业务量日渐升温。

24日上午，步行街一家宠
物老板告诉记者，最近有不少
客户过来或打电话咨询春节
宠物寄养的事情，并有几个客
户交了定金。“春节前后半个
月左右，有些人回老家或者出
去玩，就暂时把宠物寄养在这
里。”

据了解，德州大多宠物店
都有宠物寄养业务，根据宠物
的品种和体型，价格在每天二
三十元甚至更高。“尤其到节
假日的时候，来寄养宠物的就
特别多，寄养的宠物必须得先
打疫苗，并签寄养合同。”城隍
庙附近一家宠物店的孙老板
告诉记者，寄养宠物最好自带
口粮，以免宠物不适应。

24日，在黑马农贸市场，不少菜商打出预订的招牌。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取出一小块糖稀，在手
里揉几下，拉成长条，从中间
咬断向里面吹，空气膨胀，猪
肚子就出来了，再用手捏出
鼻子、腿，吹气的地方就成了
猪的尾巴，最后再把苇杆插
进去，不到一分钟，一个笑态

可掬的糖猪就完成了。24日，
在建设街，58岁的陵县糜镇
捏糖艺人王书贤现场捏糖
人。如果不是专门预约，已经
很难见到他。“我们基本上都
是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去
捏糖人，很少在德州走街串

巷的。”王书贤说，他儿子在
德州市区，他是因为要照顾
年幼的孙子才重新回到德
州。

“过两天，我还是得去北
京。在德州赚不着钱的。”王
书贤说，在德州本地一个糖

人的价格在3元-5元间，在北
京一个糖人至少能够卖到15
元以上，赶上过年庙会，一
天就能赚上千元。德州本地
有饭店要以5000元的月薪
聘请王书贤捏糖人，他一口
回绝了。

本地不赚钱转战北上广

陵县宋家镇捏糖人艺
人孔祥迁则刚从广西回到
陵县。“基本上都是全国各
地跑，主要去那些大城市，
来钱比较快。”孔祥迁说，
其 实 糖 人 花 不 了 多 少 本
钱，主要这门手艺比较值

钱。“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现在没几个人会做的了。”
据了解，在1960年左右，仅
糜镇范桥就有50多名手艺
人，但是现如今只剩下王
书贤弟兄三人。现在陵县
捏 糖 人 艺 人 多 集 中 在 糜

镇、宋家镇。
陵县文化局办公室主任

张晓青说，在2006年曾进行
过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
查，把捏糖人的手艺作为一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
护。张晓青告诉记者，现在很

少有人愿意把捏糖人手艺作
为安身立命之本，再者捏糖
人手艺非一日之功，所以才
导致了手艺人的日渐减少。

“我们现在把捏糖人推广出
去，让更多的人喜爱它，从而
加深学习。”

宠物寄养

业务升温

当地没几个人会做了

手艺人王书贤在市区街头捏糖人。 本报记者 李明华 摄

格忙年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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