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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餐桌菜品出现明显变化

除了德州扒鸡，禽类都停了

市区主干道路口

增加交通摄像头
本报4月15日讯 (记者

牟张涛) 15日，记者从
德州市交警支队了解到，近
日市区道路尤其是主干道
将加装多个摄像头，遏制闯
红灯、超速、超载等违规行
为。

15日，市民张女士拨打
本报热线反映，她在德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打车时，出租
车司机开车速度极快，过很
多路口甚至都不看信号灯，
张女士感觉这样驾车非常

危险。不少司机也反映，由
于在开发区不少路段没有
安装摄像头，他们有时候的
确会为了赶时间，不看信号
灯就直接通过。“开发区闯
红灯以及各种违章的行为
很多。”112路公交车司机李
爱心说，在他印象中，在晶
华大道以东尤其是高铁新
区，车辆违章的情况最为严
重。

15日下午，记者在德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个路口

看见，不少工作人员正在挖
掘基坑，安装监控设备。据
施工人员介绍近期将完成
近400个基坑的挖设工作，
涵盖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部
分路口，设备安装工作将
随后进行。德州市交警支
队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正
在加装大量监控设备，涵
盖市内三区所有路段尤其
是主干道，杜绝一些监控

“死角”，加大对违章车辆
的监控力度。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刘振 常
学艺) 禽流感影响下，食客“谈鸡色
变”，餐桌上已很难看到鸡的影子。15
日，记者走访多家餐饮机构后了解
到，不少酒店和食堂已经停止供应禽
类餐品，牛羊肉及蔬菜类餐品更受欢
迎。

“除了德州扒鸡，其他自己加工
的禽类餐品都停了。”4月15日，贵都
大酒店餐饮部相关负责人刘女士介
绍说，自打禽流感被媒体报道以来，
已经有半个多月时间不再供应禽类
餐品了，涉及到凤爪、宫保鸡丁、乳
鸽等四五种餐品，“目前已停止了禽
类的原料采购，牛羊肉等替代性餐
品销量上升，山药、芹菜等蔬菜类产
品也增加了二分之一。”

记者走访了市区多家星级酒店
和餐馆，发现已少有餐馆供应禽类餐
品，不少餐饮企业推出野菜、菌类、牛
羊肉等替代性餐品。喜俪园大酒店销
售经理李女士告诉记者，如今已经很
少有客人点禽类餐品，不过野菜、海
鲜、菌类餐品的销量增加了三分之
二。德城区市民季先生说：“陪客户吃
饭时都不会主动点鸡了，即使点了也
没人动筷子。”

除了大众餐馆和酒店，学校、医
院等单位的食堂也难觅鸡的身影。

4月15日下午，德州第二中学总务
处李老师称，禽流感对学生的就餐
心理影响比较大，目前土豆炖鸡、炸
鸡腿等所有禽类餐品都已经下架
了。德州学院二食堂经理王玉峰说，

“少数窗口还供应鸡肉，不过禽类餐
品的销量出现了明显下降，进货量
下降四分之一”，大部分鸡都是从外
地通过专门渠道专门引进的，也都
是几个月前购买的鸡。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孙婷婷) 近期，德州市

工商局德城分局强化禽类
市场监管，禽类及其商品
准入备案管理。截至目前，
共出动执法人员78人次，
检查农贸市场15个次、经
营户169户次，发放预防禽
流感宣传资料1300余份。

据了解，工作人员强
化禽类及其商品准入备案
管理。着重加强对家禽上
市的查证验票工作。凡进
入市场经营的禽类及其商
品必须提供来源证明、检
疫证明和检疫标志，并经
工商部门验证、备案后，方
可经营。并记录产品来源、
检疫证明编号，保存产品
进、销凭证，以便追根溯
源。

此外，对全区7个农贸
市场及超市、宾馆、餐饮店
的鸡、鸭、鹅等家禽及其商
品进行“拉网式”大检查，
坚决清除各种可能导致禽
流感发生的市场隐患。

禽类产品

备案管理

格相关链接

15日，在德城区部分白条鸡店外，鸡笼内已经没有存留活鸡。 本报记者 常学艺 摄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刘
振 常学艺) 受H7N9禽流
感的影响，德城区所有与禽类
相关的店铺生意都相当的冷
清。

15日上午，在育英大街的
一炸鸡店，记者看到其货柜内
仅摆放了几根火腿肠和少许
炸鸡。店主张先生说，以前的
时候很少出现卖不动的情况。

在东地路的几家白条鸡店前，
不少鸡笼是空的。“我们以前
根本没时间玩，但是现在太冷
清了。好多天都没有进货了。”
一店主说，她们现在每天只开
业几个小时，有时候一天都卖
不出去一只鸡，“中午过后就
关门，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开
门，六点多再关门。”

“没有措施，只能等待观

望，不进鸡苗是最好的应对。”
乐陵市肉食鸡养殖户李先生
告诉记者，他的养殖场可养12
万只肉食鸡，不过现在没有一
只鸡，身边大多数养殖户都不
敢进鸡苗，即便是进的也是很
早进的。他还说，目前鸡饲料
的价位没有太大波动，不过加
上场地租金、员工费用，每只
鸡要赔2块多。

禽类市场生意冷清

高速翻车
15日，在京台高速北京方向距离德州

南出口一公里处，一辆解放牌半挂牵引车，
翻进高速路旁的沟内，造成一死一重伤。

本报记者 马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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