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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很多人开始准备年
货。23日，记者从堤口路果品批发市
场了解到，节前水果开始热销，购买
水果的车辆在市场门前排出了几百
米，水果价格也开始节节攀升。

23日中午，记者在堤口路果品
批发市场看到，张庄路北侧的路边
上停满了车辆，在市场南门处，几名
保安正在维持秩序，市场入口处，已
不允许车辆进入，一名保安告诉记
者，市场内已经满了，没有车辆能停
的地方。

路边看车收费的男子称，进入
腊月以来，来市场上采购的市民每
天都络绎不绝，市场周边出现了停
车难和堵车现象。

批发市场内一幅忙碌的景象，
橙子交易区、西瓜交易大棚、苹果销
售区等都挤满了购买的市民。

面对节前销售高峰期，很多水
果价格出现了上涨，个别涨幅达
30%。

水果节前热销

价格有所上涨

本报1月24日讯(见习记者 王
皇 通讯员 程兴雯) 小年过后，
水果批发市场人车流大增。据市场
工作人员介绍，受“节俭风”影响，
目前水果销售以企业、个体团购为
主，商家打出促销牌吸引顾客。

22 日，堤口果品批发市场车
流、人流大增。市场信息统计显示，
这两周市场日均销量达到了 1200

吨左右。受“节俭风”影响，机关事
业单位采购订单全无，企业、个体
团购有所上涨。进入本周，个人消
费所占比例则大幅增加。为了弥补
大采购减少而带来的影响，商户们
纷纷展开了各种促销活动。连续几
日气温上升使水果涨价空间受限。
现在，脐橙、苹果、梨、蜜柚、猕猴桃
等大众水果价格较为稳定。砂糖橘
则因全国需求旺盛而持续涨价，批
发价格已到5 . 4元/斤左右。

水果忙促销

吸引个人消费

本报1月24日讯(记者 孟燕)

这个冬天真不像冬天！本来“数九寒
天”应该是一幅冰天雪地的景象，但
今年却是“温暖如春”。24日济南最
高温11 . 3℃，虽然冬天还没过完，但
在已经过去的大半个冬天里，省城
气温要比同期高出不少。

24日，刚消停了几天的雾霾“卷
土重来”，灰蒙蒙的天让人倍感不
适，不少市民又开始盼雪了。眼看春
节临近，春天的气息已迎面扑来，这
个冬天却还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雪。
2013年12月18日，省城飘下了一场小
雪，但这场雪太过“羞涩”，远没有满
足大家对冬天的期许。“这个冬天还
下雪吗？”不少市民嘀咕。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预报，近期仍
无降雪，周末最高温7℃左右。25日阴
转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气
温-3～0℃，最高气温7℃左右。

26日晴间多云，南风3～4级，最低
气温-7℃～-3℃，最高气温7℃左右。

27日～29日晴转多云，南风转
北风都是3～4级，最高气温11℃左
右。

30日晴到少云，北风转南风都
是3～4级，气温略有下降。

31日晴间多云，偏东风3～4级，
气温变化不大。

盼雪雪不来

周末高温到7℃

近郊散散心，还能淘点土特产

这这几几个个大大集集您您可可看看仔仔细细了了

头条链接

仲宫大集

开集时间：农历每逢一、六为
大集，三、八为小集
地点及乘车：仲宫镇政府前
的宏福路上，从青年桥乘坐
88路到终点站下车
特色：除了村民自产自销的
新鲜时令蔬果之外，还有不
少平时城里难得一见的“老”
物件

柳埠大集

开集时间：农历每逢二、七
地 点 及 乘 车 ：柳 埠 镇 柳 埠
大 街 上 ，从 市 区 乘 6 7 路 及
8 8 路 支 3 、支 5 到 柳 埠 大 桥
下车
特色：柳埠是省城南部生态
旅游的聚集地之一，在这里
除了能买到村民们自家地里
产的蔬菜干果、豆腐等南山
特产之外，修壶、补锅的传统
老手艺匠人也是集市的一大
亮点

西营大集

开集时间：农历逢四、九
地点及乘车：西营镇西营西
街、西营老街和南商业街等
镇中心开集，乘坐65路至终
点站下车
特 色 ：西 营 作 为 济 南 南 部
山 区 土 特 产 产 地 ，南 山 特
有的土鸡蛋、小米、核桃以
及时令水果都可在西营大
集买到

洪家园大集

开集时间：农历逢五、十
地点及乘车：洪家园村，乘坐
71路至洪园站下车即到
特色：不仅有常见的蔬果，更
吸引人的是绿色无公害的农
副产品

港沟大集

开集时间：农历逢五、十
地点及乘车：港沟镇，乘坐公
交115路、116路到潘庄站下车
特色：在特色农副产品上市
时可以买到真正自然地道的
核桃、花椒等应季农副产品

泺口大集

开集时间：农历逢四、九
地点及乘车：泺口南路附近，
乘坐127或者5路至泺安路站
下车步行20米即到
特色：集市规模较大，水果、
蔬菜、熟食、粮食、衣服、鞋子
等应有尽有，各种货品一应
俱全

王舍人大集

开集时间：每月逢农历二、七
地点及乘车：王舍人街道办
事处坝王路，乘坐106路至市
立三院站下车西行200米即到
特色：作为济南近郊的大集
市，王舍人大集可谓历史悠
久，市场上可以看到数量众
多、种类丰富的农副产品。

唐王大集

开集时间：农历逢五、十
地点及乘车：唐王镇政府门
口的街道，乘坐307路、318路
前往唐王镇政府站下车
特色：新鲜的蔬菜、笨鸡、山
鸡蛋等新鲜的农家货是大多
数来赶集市民采购的首选

高而大集

农历每逢四、九，从仲宫乘88

路支2、支7、支8到高而下车

黄巢大集

农历每逢五、十，从青年桥乘88

路支3到终点站下车

窝铺大集

农历每逢一、六，从青年桥乘
88路支3到窝铺站下车

李家塘大集

农历每逢五、十，从市区乘67

路或从仲宫乘812路到李家塘
下车

董家集

农历每逢三、八开集，乘坐10

路到董家站下车

鸡山集

农历四、九(当地散养柴鸡)，乘
坐311路到终点站鸡山村下车

小年一过，年味就越来
越浓了。商场、超市里人头
攒动，到农村赶大集的市民
也越来越多。省城近郊有近
30个大小集市，茶汤、年糕、
柿饼等地道年货，南山蔬
菜、核桃等土特产品以及特
色年画、灶王爷画像等都一
应俱全。

本报记者 孟燕 任磊磊
实习生 刘琛

仲宫大集农历每逢一、六
为大集，三、八为小集，位于仲
宫镇政府门前的宏福路上。21
日，仲宫大集上熙熙攘攘，热
闹非凡，大红灯笼、福字、对
联、鞭炮等应有尽有，走在大
集上，满眼喜庆，年味十足。

市民马先生特地从市区
乘坐 8 8路公交车赶到仲宫。

“赶集来的，市区里年味越来
越淡了，大集上能找到咱以前
过年的味道。”马先生表示，在
仲宫大集上能买到很多地道
的 年 货 。他 最 喜 欢 的 是“ 茶
汤”，大集上不少人都在卖。

“小米磨成粉，放到大锅
中用木铲子使劲炒，这种大锅
一次可以炒30斤，得炒50分钟
后才能出锅。”马先生介绍，茶
汤回家再熬成粥，吃起来很
香，这是南部山区的“特产”。

“挺便宜，5块钱左右一斤。”
仲宫大集上一位摊主介

绍，现在是最热闹的时候，平
时按日期有大小集市，但是进
入腊月廿一之后天天是集。

“从腊月廿一到廿七八，甚至
到了年三十晚上6点没人了，
俺们才收摊。”

越到年底，到仲宫大集的
88路及支线公交车上人流量
也会越多。为了避开大集，原
本位于宏福路上的公交场站
也临时迁到了龙山路上，直到
大年初一才恢复原线。“大集
上满满的全是人，别说公交车
了，人也只能慢慢挪动。”

仲宫大集到年三十

茶汤成南山“特产”

市民逛农村大集，大都
满载而归。南山自种的蔬菜
和 水 果 ，一 篮 一 篮 的 笨 鸡
蛋 ，都 成 为 市 民 最 爱 的 年
货。还有市区里见不到的灶
王爷、财神爷贴画，更是稀
有的年货物品。

年糕、柿饼、山楂、核桃
等都在热卖，这大都是村民
自己种植或制作，价格也便
宜。“自己种的谷子磨成小

米，小米在水中浸泡后，磨
成面，放上红糖和红枣，就
可以放在锅中蒸年糕了。一
般需要蒸一个小时才能出
锅。”摊主刘女士介绍。

“前两天，我去仲宫大
集上花2 0块钱淘了一双棉
鞋 ，邻 居 们 都 喜 欢 的 不 得
了。”2 3日，家住环山路的
袁 女 士 表 示 ，前 几 天 在 仲
宫大集上给孩子淘了一双

棉鞋，棉鞋是手工纳的，用
很 舒 服 的 棉 布 制 作 ，鞋 里
子 塞 满 了 棉 花 ，布 料 的 颜
色是红色的方格点缀着小
黄 花 ，看 起 来 喜 庆 又 充 满
民俗味。

袁女士表示，她准备让
孩子春节的时候穿，“现在
什么名牌鞋子都可以买到，
但是没有民俗的感觉，穿这
种鞋子才有年味。”

年糕、柿饼很地道，20元淘来手工棉鞋

腊月廿二，章丘黄河镇传统的腊月赶年集进入最高潮，这些近郊大集也吸引了一些市民前来
赶年集，买年货。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过大年，鸡鱼肉蛋是必不
可少的年货。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不少老人都乐于赶大集。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本报记者 孟燕 任磊磊 实习生 刘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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