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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已过，今年中秋节市
场的礼品，不仅价位上“亲民”至
极，就是品种上也让人眼花缭乱，
亲朋好友之间走动走动，馈赠礼
品自然少不了，月饼、茶叶、食用
油、牛奶等礼盒纷纷从商场超市
搬入市民家中，然而面对着形形
色色、花样众多的“当家”中秋节
礼品，不少市民因为礼品的存放
问题犯起了愁，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对于亲朋之间相互赠送的礼
品，绝大多数家庭选择将礼品“转
手”。

“这要我说，亲朋好友正常交
往都是一辈辈传承下来的，‘礼尚
往来’无可厚非也不可避免，平日
里工作繁忙，中秋节抽出时间走
动走动，这个时候不带点礼品，总
觉得过意不去，尤其是长辈亲戚
相互馈赠礼品也是人之常情。”今
年 69岁的市民赵先生家姊妹弟
兄 7人，每年中秋节、春节，一大
家子人都会互相走动，并不是说
送得东西多少，而是那份割舍不
断的亲情，小辈们趁着送礼的空
档给我们唠叨唠叨生活，谈谈自
己的工作，分享分享快乐的、不快
乐的家庭琐事拉近关系，“虽说这

两年国家禁止送礼请客，但对于
我们普通人来说，‘送节礼’已经
成为我们拉近感情的重要形式之
一。送礼嘛，自然少不了‘礼’，这
礼也跟着‘主人’一家一家挨着
转，有的甚至一番轮换下来，最终
又折回‘原点’。”采访中，记者了
解到，不少中老年人十分看重“双
节”，在他们看来，“送节礼”已经
成为不可替代的习俗，而对于礼
品会不会被“转手”一事，九成老
年人表示，礼品屡屡“转手”是常
事。

“今年中秋，不仅送礼名单是
父母定的，就是给各家准备的礼
物也是遵照父母的意愿买的。”37
岁的小宋坦言，受国家禁止送礼
请客规定的影响，今年送礼确实
少了许多，除了几家长辈外，其他
的一律没在考虑范畴内。“以前逢
年过节，送节礼是一家接着一家，
哪一年都得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
备‘礼单’，尤其是临近过节那几
天，几乎天天下了班都要马不停
歇地‘拜访’亲朋好友和‘关系
户’，除了要费尽心思选择礼品，
还要奔走于各种关系之间，过节
不像过节倒像过‘劫’，弄得我们

是有苦说不出不说，搞不好还会
吃‘闭门羹’，弄得身心俱疲，今年
真轻松了不少。”采访中，记者了
解到，作为“送礼”的大户，不少年
轻人对过节送礼颇有微词，他们
表示今年中秋送礼，送的都是心
意，多数年轻人送礼仅仅只是局
限于亲朋好友之间“礼尚往来”，
虽然这其中不乏有你的礼品我转
手再送别人的情况，但在礼品的
选择上还是趋向于日常生活所
需，食用油、大米等。

对于“礼品”屡屡被转手一
事，不少市民一致认为这样会大
大地减少浪费，节约开支，事实
上，不少市民都会或多会少地为

“送礼”发愁，尤其是每年送礼都
是那几样，有时连自己都懒得去
送，而“转”与“不转”都不是个事，
毕竟大家也都心知肚明，礼物嘛，
也就是个心意，送来送去也是自
古就有的，但是也有市民表示，虽
然可以理解，但是从心理上来说
还是有点不是滋味，认为自己的
礼物准备的不好，才被“转手”。

（记者 张莉萍）

中秋送节礼 礼品频“转手”
市民：礼尚往来 重在心意

中秋节后，随着鸡蛋需求量
的下降，价格出现季节性回落，

“火箭蛋”终于有些消停了。从 8
月初开始，鸡蛋价格一路高涨，曾
到过6.1元/斤的高价。9月9日市
场上的鸡蛋价格出现回落，较节
前的最高价相比，蛋价每斤跌了3
毛钱，降幅为 4.92%。市场人士
认为，节日消费拉动是前一段时
间鸡蛋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随
着节后需求下降，鸡蛋价格出现
回落。

台儿庄区文化路市场张经理
介绍说，节前鸡蛋价格上涨有多

个原因，一是制作月饼等需求，二
是一些公司用鸡蛋发福利，这些
因素都加大了市场的需求。此
外，鸡饲料成本大幅上涨也是推
动鸡蛋价格走高的主要原因。而
鸡饲料中玉米为主要成分，玉米、
豆粕等饲料价格处于高位，这导
致蛋鸡饲养成本比往年略高。还
有就是受上半年疫情影响，部分
养殖户为规避市场价格下行带来
的风险而减少了养殖数量。虽然
不少养殖户在下半年开始上新的
鸡苗，但现在还没到大量产蛋的
时候，进入 10月份后，产蛋量将

有所增多，蛋价将出现回落。
据该区兴运市场经销商李某

介绍说：“从最近几天来看，鸡蛋
的销售比之前有所减少，需求量
下降之后，鸡蛋价格也出现下跌；
市场对今年的粮食供给前景比较
看好，预计玉米供应情况好转，这
对饲料成本的降低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多名鸡蛋销售商认为，现
在是鸡蛋销售的旺季，而且国庆
节马上就要来了，需求也会增
加。眼下虽然价格出现了回落，
但鸡蛋价格短期内仍将高位运
行。 （特约记者 张严新）

随着微信的悄然兴起，
各种各样的微信群、公众账
号也陆续出现，微信朋友圈
从一种简单的交际工具演化
成了生意圈，做起了“朋友
圈”的熟人生意。

滕州市民刘女士的朋友
在微博里卖东西，天天让她
买，光买这些用不着的东西
都花600多了。

现在微信圈里的卖家身
份各不相同，有的是熟人朋
友，有的是熟人朋友的朋友，
还有的卖家使用微信中的

“摇一摇”和搜索“附近的人”
等途径来寻找客户。卖家推
销商品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除了朋友圈图文推广外，还
通过各种点赞活动、加微信

送礼物等方式扩大宣传。
“打开微信，手机一刷新，

里面全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和
吸引人的文字介绍。”刘女士
说，因为工作忙，自己平时很
喜欢逛淘宝购物，因为微信
圈里基本是认识的朋友，感
觉推荐的商品也比较可靠。

可刘女士发现，微信朋
友圈做的都是熟人生意，都
说“熟人好办事”，但是熟人

“杀”起客来也从不手下留
情。朋友开“微店”天天给她
推销自销代购商品，碍于情
面，便买了很多用不着的东
西，而且这一花就是 600多，
刘女士对这种现象表示非常
不满。
（特约记者 郭潇繁 王辉）

近日，家住滕州市和谐
康城的苏女士在网上买了一
件衬衫，卖家却把颜色发错
了，换货时卖家让苏女士先
把运费垫上，待换完后卖家
再把钱打过来，但是收到货
后苏女士再与客服联系，客
服却不理会，而且经常不在
线。“这么不守信用的卖家还
是第一次碰到，我该怎么办
呢？”苏女士气愤地说。

苏女士因为工作繁忙，
平时没时间逛街，大到衣服
鞋子，小到饰品挂件，她都喜
欢在网上购买。因为网上卖
家很多，款式各种各样，可以
多家对比。

为了确保商品质量和店
家信誉，苏女士一般都会选
择信用度很高的卖家。可这
次在网上买了一件衬衫，寄
到家发现，并不是自己当初
拍的颜色。于是，苏女士立
即查找卖家的联系方式，拨
通了对方的电话，与卖家说
明实情要求换货，运费由卖
家承担。卖家答复：“先让苏
女士把钱垫上，待商品寄出
后再把钱打到苏女士的支付
宝里。”可在收到货一周后，
苏女士却一直没有收到卖家
打来的钱。

（特约记者 王银）

近日，家住大润发附近
的王女士在吉品街的一家地
摊上买了一套价值 150元的
毛衣和衬衫，由于当时在地
摊上不能试衣服，王女士只
好先买回去，结果回家试穿
后发现毛衣的尺码和款式都
不太合适。

于是王女士找到摊主希
望能退掉，可老板就是不答
应，只允许调换，王女士翻遍
了整个摊位都没有自己满意
的衣服，“那没有办法，我们
卖出去的衣服从来不退货，
只能调换。”老板坚决地说。

“没有适合的咋办？”王女士
向老板质疑，“那没办法，你
只能再选选。”摊主说。

王女士无奈只能选择了
一款售价为 120元的衬衣。
当王女士索要 30元钱差价
时，却遭到摊主拒绝，老板说
可以调换衣服但是不给找差
价。王女士当时很生气，“你
们家也太坑人了吧。”最后经
过王女士和摊主的一番理论
后，摊主给王女士退了 30元
钱。“换件衣服比‘登天’还
难。”王女士感慨道。

（记者 王萍）

衣服不合适
摊主不退货

网购衣服发错颜色
换货运费自掏腰包

朋友微博上开店
“杀熟”毫不留情

“火箭蛋”节后微降三毛钱
国庆节蛋价还会涨

每年教师节鲜花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今年也不例外。“早上刚到学校门口的时
候，很多学生都来买花，到了下午人就少多了。”市中区君山路某学校一个摊点的老板
说。 （记者 张莉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