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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节约+环保，烟花卖得不太好
我省各地烟花爆竹销售遇低谷，不少摊主酝酿改行
本报记者 程凌润 庄子帆 陈晨 本报见习记者 王洪磊

格头条相关

烟花遇“冷”

单位少买是主因

正月十五是销售烟花爆竹的
最后一天，因百姓环保意识增强
和国家厉行节约政策的推行，蛇
年烟花爆竹销售情况惨淡。许多
摊主索性降价大甩卖，但仍销得
不好，在青岛有摊主感叹地说：明
年打死也不干了。

24日下午，在青岛大尧三路
烟花爆竹销售摊点前，摆放着20
多个大型的烟花产品，摊点的货
架上则摆放着各种规格较小的烟
花爆竹产品。“今年的烟花爆竹卖
得非常不好。”摊主告诉记者，他
今年一共进了8万元的货物，仅仅

卖出去了一多半，到现在勉强能
收回成本，不得不降价甩卖。“原
先230元的烟花，现在只卖170元，
仍不好卖。”

记者又探访了江西路、上杭
路上的十多家烟花爆竹销售摊
点，各摊主都表示还有大量存货。
一烟花爆竹销售摊点前有两个写
着“甩”字的纸箱，其中一个“甩”
字下面还写有“明年打死不干了”
七个字。摊主周先生称，他进了11
万元的货物还有4万多没有卖出
去，除去摊点租金、工人工资等成
本，根本没赚到钱，明年打死不卖

了。
在菏泽，记者来到位于丹阳

路段的烟花爆竹销售点，远远望
去，丹阳路北侧的十余个销售摊
位甚少有人问津。“今年卖得不
好。”当记者问起生意如何时，做
了两年爆竹生意的王新运无奈地
说，“一共进了6万元左右的货，现
在还剩1万5的货。”据介绍，相比
去年，今年的烟花生意十分惨淡。
在询问去年生意如何时，4名摊位
老板都称去年基本没有剩货，而
今年普遍有三分之一的货没有卖
出。

同日，在济宁市中区红星东
路上一处规模较大的烟花爆竹销
售点，刘翠华正在招呼来买烟花
爆竹的客人。刘翠华说，经营烟花
爆竹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生意头
一次这么差。今年准备了将近2万
块钱的货，结果到现在才卖出八
千多块钱的，而且剩下的都是“个
头大”的。

作为批发商的济宁康龙烟花
爆竹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济宁城区烟花爆竹总的
批发销售量有8000箱，比去年少
了6000箱，销量很不乐观。

本报聊城2月24日讯(记者
张召旭) 24日是元宵节，聊城多
家卖场和超市推出了猜灯谜有奖
活动，记者走访发现，很多年轻市
民都拿着手机上网搜答案，传统
的靠智力猜灯谜也成了拼网速猜
灯谜。

“观灯猜谜”是元宵节的传
统，然而记者24日在金鼎购物中
心、振华量贩超市的灯谜会上却

看到不少年轻人正掏出手机，在
网上查询灯谜的答案。金鼎购物中
心内，灯谜的谜面被写在一张张红
纸上，悬挂在购物中心入口处，不
少顾客都在仰着脖子猜灯谜。

“这些灯谜还挺难的，让我上
网查下子！”一个猜灯谜的小伙子
边说边掏出了手机开始上网搜
索，很快就搜出了答案。“现在一
遇到不懂的东西就上网搜，已经

习惯了，如果全靠智力，这些灯谜
大部分还真猜不出。”

城区一家母婴店也推出了猜
灯谜活动，店主刘女士说，猜灯谜
活动的目的就是为顾客娱乐提供
一个平台，让顾客更好地体验到
传统的真谛所在。但顾客上网搜
索他们也避免不了。当问及灯谜
的来源时，刘女士说，他们的谜面
有网上找的，也有从文献里找的，

还有自己员工想出来的，前者占
多数。

对于上网查灯谜，退休老教
师孟先生说，猜灯谜要用头脑，这
个思考和讨论的过程非常有意
思，可现在年轻人什么事情都上
网，这使得猜灯谜失去了原本的
趣味性，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在
这种情况下，也要求有更多的原
创灯谜出现。

年轻人猜灯谜不拼智力拼网速
手机上搜答案让非原创灯谜遇尴尬

本报济南2月24日讯(记者
徐洁) 过了热热闹闹的新年，吃
过了汤圆，又一个中小学寒假结
束了。2月24日全市中小学开学报
到日，与元宵节“撞了车”，不少学
校将开学报到压缩或提前，有的
干脆取消，让孩子们与家长过一
个放松团圆的节日。

2月24日，本应迎来报到学生

的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安安静
静，为了让孩子们在家享受寒假的
最后一天，与家人过一个团圆的元
宵节，该校新学期报到取消了。

山师附小于清萍老师说，之前
的开学前一天都是报到日，学生到
校交作业，老师也强调一下新学期
学习，让学生们收收心。今年的报
到日正好赶上元宵节，不少孩子和

父母要陪老人过节，还有的要举家
出游看花灯，再加上到校报到就太
折腾了，学校的这一决定得到了不
少家长的欢迎。

记者了解到，为了给元宵节
让路，不少中小学校都调整了开
学报到时间。山大一附小、十里河
小学等都将开学报到日提前至2
月23日(正月十四)。“提前一天报

到，也正好让孩子早收心，今天过
节老师学生都放假啦，很开心！”
十里河小学一位老师表示。

对于寄宿制的小学来说，2月
25日(正月十六)是济南市教育局
规定的正式开学时间。为了让孩
子们在家开心过节，山师附小齐
鲁学校将开学报到时间延至25
日，26日(正月十七)正式上课。

照顾孩子过节 学校变通报到
有的提前报到，有的“取消”报到

谈起经营惨淡，在菏泽
做了十几年烟花生意的周
先生告诉记者，“主要是因
为政府提倡厉行节约，很多
单位都不买烟花了，而且今
年零卖也不好。”

周先生介绍，往年有很
多单位到小摊上买烟花，一
个单位一般至少购买5千元
以上的烟花爆竹，大型烟花
爆竹的利润比小型烟花稍
高，一个摊位上有几家单位
客户，就能卖出几万块的
货。周先生告诉记者，去年
就有十几家单位在他的摊
上订货，消化了好几万元的
烟花爆竹，今年却没有一家
单位来买了。

本报记者 陈晨

24日，潍坊各地已经
持续了多年的元宵焰火
(晚会 )未能“如期而至”。
在尽量满足市民节日庆贺
需求情况下，潍坊各地政
府都停止或减少了焰火的
燃放。节俭、环保成为共同
的原因。

记者曾在24日上午联
系潍坊各相关部门，得知各
单位仍然没有接到燃放焰
火的通知。潍坊市委宣传部
有关科室负责人则告诉记
者，今年潍坊市政府确实
没有安排元宵节焰火。春
节前夕，有媒体报道今年
春节文化活动中，安丘大
汶河开发区有烟花晚会，
而辉渠镇会有元宵节焰火
晚会等活动。而24日下午，
记者从安丘大汶河开发区
获悉，开发区没有安排烟
花晚会。寒亭区在响应当
地居民需求举办的元宵
节文艺巡游活动中，在要
求各巡演单位尽量节俭
的同时，首次明确规定不
得燃放鞭炮。

本报记者 杨万卿
李涛 张焜

潍坊元宵焰火

未能“如期而至”

24日晚7点左右，济南趵突泉景区内一片火树银花，该景区的元宵灯会也达到了游览的最高潮，
景区内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灯如海 人如潮

元宵过后，“年”也算过完了。“七九花开，八九燕来”，河畔的柳叶绿

了，园里的花儿红了，我们也该整理行装，向着新的希望出发了。2013

年，农历的癸巳年，注定有着太多的希冀与挑战，改革大步向前，小康叩

门而来，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让我们怀抱春天，放飞希望。把您的

“春·望”告诉我们，我们将真诚聆听，倾情守望。热线电话：9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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