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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摊主刘老板告诉记
者，小吃价格连连看涨的原因，
最主要的是原材料成本的增
加。其次，用工成品的增加、房
租上涨以及供求关系，市场需
求的影响。

“拿鸭血粉丝汤来说，鸭血
的成本几乎是一年一涨，成本
提高了，小吃的成品自然也就

上涨。”刘老板介绍，“就拿我们
店来说，最近一年表现最明显
的还是这房租，几乎是半年涨
一次价，房租价格一涨就是好
几百元，这样下去，作为商户来
说，实在承受不起，以此类推，
这样的负担就加在了消费者的
身上了。”刘老板坦言。

薛城区一家菜煎饼店的老

板介绍，他们店里菜煎饼的价
格除了原材料成本增加之外，
市场需求也是菜煎饼涨价的主
要原因。“如今，菜煎饼在枣庄
几乎是遍地开花，因为我们的
口味比较独特，尤其受到消费
者的喜爱，消费者吃得多了，市
场需求大了，涨价也是在所难
免的。”菜煎饼店老板陈女士如

是说。
食客小朱表示：“小吃价格

连年看涨，只会让消费者越来
越吃不消，商家如果想要长久
地留住客人，不仅要在口味上
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价格更得
亲民，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消
费者。”

（记者 董艳 文/图）

近段时间以来，本地西瓜陆续上市，受此冲击西瓜的价格开始逐步下降，目前为止已跌破每斤一元以下的价
格。10日下午4时，记者在薛城区黄河西路上看到一个西瓜销售商贩竟然打出了每斤0.5元的超低价格，吸引了
不少消费者驻足购买。 （记者 马高超 摄）

小吃价格涨食客直呼吃不起
价格平均上涨20％以上，原材料成本增加是主因

“小吃又涨价了，都吃不起
了。”薛城区市民小孟8日下午
抱怨道。一些细心的食客发
现，最近一段时间，我市的传统
小吃悄然涨价。对于这一路看
涨的小吃价格，不少食客担心
时间久了，小吃将变成一种“奢
侈品”，食客越来越吃不起了。
近日，记者走访市内的小吃市
场发现，传统小吃的价格平均
上涨20％以上，原材料成本增
加是主因。

8日下午，记者走访市内
的小吃市场发现，目前市面上
的传统小吃价格多在 5元至 10
元之间，甚至有些小吃一份的
价格竟然超过10元。小吃的价
格与去年同期相比至少涨了百
分之二十。

市面上最能代表枣城特色
的传统小吃——菜煎饼，价格
相比去年也出现了上涨，据不

完全统计，今年菜煎饼的价格
相比去年同期涨了 1元。在薛
城区黄河路附近的一家菜煎饼
店，记者了解到该店的菜煎饼
价格在不加鸡蛋与火腿的情况
下，一份菜煎饼 5元，可是去
年同样的菜煎饼仅 4元。薛城
区财富大世界里的一处菜煎饼
摊的菜煎饼价格，同样也涨了
1元。

9日上午，记者在市中区
的小吃市场发现，同样受到我
市食客喜爱的鸭血粉丝汤，
价格也较去年有了明显的变
动。“去年的时候，鸭血粉
丝汤一份六、七块钱，可是
今年居然涨到了 8元一碗，大
份鸭血粉丝汤竟然涨到了10元
一碗。”酷爱吃鸭血粉丝汤的
小刘说道。

眼下正是凉皮、凉面的热
销期，天气炎热，凉皮、凉面
尤其受到消费者的喜爱。记者
在小吃市场发现，今年的凉皮
价格也有了明显上涨。“有些
一份上涨了一元，有些甚至上
涨更多，即便是价格没有上涨
的话，小吃的分量也缩水
了。”采访的过程中，市民陆
先生如是说。

传统小吃动辄5元、10元不封顶

薛城区市民吕先生介绍，
因为他在市中区上班，每天午
饭几乎都是在单位附近的小吃
摊解决，因为在吕先生看来，小
吃不仅方便快捷，而且价格实
惠。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
小吃价格是一年一涨，如今连
连看涨的小吃价格已经让吕先
生感到有些吃不消了。

“5年前，小吃价格普遍在3
元左右，之后就几乎是一年一

涨，现在像我这样的大男人，想
要在小吃摊吃饱，没有 10元钱
肯定是不够的。”吕先生表示，

“按照这样计算的话，仅我一
人，一个月花在小吃上的钱至
少也得300元，这300元的费用
几乎花去了一天中的早饭和晚
饭两顿饭的总和。”吕先生算了
一笔账。吕先生表示，他一月
的工资仅有 2000元，他的工资
除去吃喝之外，还要负担家里

的日常开销。虽然一个月小吃
的花销仅用了他工资的七分之
一，可是这样的开支对于一个
需要养家的男人来说，着实感
到有些力不从心。

一个月工资仅有1200元的
小林说：“毕业之后，上岗实习
期间仅有1200元的工资。因为
父母住在外地，我来到枣庄之
后，一个月除去单位免费提供
的住所之外，吃喝都要在路边

小吃摊解决。小林算了笔账。
一天中，我早餐一般只吃一个
鸡蛋，喝一包牛奶，价格多在
3.5元，午饭和晚饭我几乎都是
在小吃摊解决，一般来说，午饭
和晚饭就要花去 20多元，这样
算来，我一天的生活费平均也
要 23.5元，一个月仅吃就得花
上700多元，几乎占据了我大半
的工资。”

食客直呼小吃也快吃不起了

留住食客要在口味上下功夫

西瓜促销

消费环境渐入寒冬之际，甘愿降价自救
的奢侈品集群再次被泼冷水。12日，北京市
工商局曝光了大批不合格的服装鞋履品牌，
顶级奢侈品品牌爱马仕以及古驰(GUCCI)、迪
奥(DIOR)、雨果博斯(HUGO BOSS)等集体登
黑榜。

北京市工商局针对消费者对服装、鞋类
商品的投诉情况，对北京92家经销单位销售
的服装、鞋类商品进行抽查检验的结果显示，
共有 95种商品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其中
售价千元以上的商品共计66种，占全部不合
格商品的近 70%；服装领域这一数字更是高
达 81%。标称“古驰(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爱马仕(上海)商贸有限公司”、“雨果博斯(上
海)商贸有限公司”、“布里奥尼(上海)贸易有
限公司”等奢侈品企业赫然在列。

北京市工商局已要求涉及的生产企业和
经销单位采取措施防范不合格商品再次流入
北京市场，并表示，除处理不合格商品外，还
将严查进销货渠道。 (新浪）

在医药监管部门对制药企业的抽检过程
中，再次检出苏丹红残留。这已经是这种有
明显毒性的化学染色剂今年二次被检出。

据山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披
露，在该省局组织的中成药染色专项抽验中，
经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山西华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骨筋丸胶囊(批号为：
20150101)检出苏丹红Ⅰ、苏丹红Ⅳ。

苏丹红的化学成分中含有一种叫萘的化
合物，该物质具有致癌性。苏丹红常被使用于
劣质血竭等药材的非法染色。毒理学表明，苏
丹红对人体具有明显毒性作用，在中药材、中
药饮片和中成药中均不得检出。(北京商报）

山西华康药业抽检
发现苏丹红残留

70%超千元服装不合格
爱马仕古驰迪奥登黑榜

2015年“六一”前夕，江苏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发布的《2015年儿童家具产品监督抽查
(风险监测)质量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显示，在抽查的 131批次产品中，合格 46批
次，合格率仅为35.1%。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该报告发布的风险监测项目中，溶剂残留超
限成为儿童家具的重灾区，131批次受检儿
童家具产品中，56批次的溶剂残留总量大于
国家标准限量值10mg㎡，30批次的苯、甲苯、
二甲苯残留量总和大于国家标准限量值
3mg/㎡，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儿童家具品牌喜
梦宝和一休哥。

喜梦宝登上质量黑榜的是生产企业名称
为“厦门喜梦宝家居有限公司”、商标为

“XMB喜梦宝”、规格型号为“RD61034-1U”
的一款波比书桌，溶剂残留量总和实测值为
31mg/㎡，超出国家标准限量 10mg/㎡的 2倍
多。一休哥登上质量黑榜的是生产企业名称
为“佛山市南海喜莱佳家具有限公司”、商标
为“一休哥”、规格型号为“807”的一款床头
柜，溶剂残留量总和实测值为 295mg/㎡，超
出国家标准限量 10mg/㎡的 28.5倍，苯、甲
苯、二甲苯残留量总和实测值也达到 61mg/
㎡，超出国家标准限量3mg/㎡的19.3倍。

报告指出，儿童家具表面的溶剂残留主
要源于家具表层油漆加工过程中使用的溶剂
及稀释剂，包括苯、甲苯、二甲苯、乙酸乙
酯、丁酮、乙酸丁酯、乙醇、异丙醇等，这
些物质存在不同程度的毒性，有的还可能具
有致癌风险。而从儿童家具的表象上看，就
是各种漂亮的色彩，鲜亮的颜色隐藏着巨大
的安全隐患。 (北京商报）

喜梦宝一休哥
儿童家具上黑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