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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蹿得高，市区不少水
果也随即进入消费“旺季”，不
仅本地水果长势喜人，接连上
市，而且外地水果也纷纷涌
入，导致多种水果价格普遍走
低。记者在城区部分超市及
水果摊点走访发现，眼下，吃
桃季来临，就在市民尽情享受
低价带来的口福时，一蹶不振
的桃价，让本地果农一脸愁
容。

“今年的桃子收成不错，就是这
价格让人心寒。桃子刚下来的时
候，这价格还不错，可谁承想，这才
几天的功夫，这桃子的价格又跌了，
家里种了 20多棵桃树，还有几棵晚
桃没摘呢？看这价格是上不去了。”
28日傍晚，市中区北马路附近的农
贸市场附近，桃农老刘一边叹息一
边卖力地吆喝，“一块钱三斤，便宜
卖了。”见有人询问价格，老刘将其
拦了下来：“这上午都卖一块五两斤
的，剩下这十来斤，你全包了给你按

一块钱五斤。桃价低，这日子也不
好过，两大筐桃卖了百十块钱，连功
夫钱都不够，中午饭都没心思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三四毛钱一斤
的小桃，跟白送差不多，可即便是这
样的低价，仍然不怎么好卖。

“这是本地的小水蜜桃，1.5元/
斤，这是春雪桃，还有普通的毛桃价
格在 1.0 元左右，这边是外地的桃
子，包括青岛、烟台还有肥城的，价
格要稍微高些。”29日一早，记者再
次来到该市场附近的一家水果超

市，据店主介绍，“受外地桃子大量
涌入影响，目前桃子的普遍售价在
每斤两三块钱左右，与去年相比，桃
子的总体价格大约降了一元左右，
不过，从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不管
是从价格上还是新鲜度上，本地桃
优势明显，但如果从口感、品相上来
说，外地桃却占了优势。”随后，记者
走进市场，放眼望去，三三两两的桃
农已经分布于市场的各个角落，部
分果农将个大，卖相稍好的桃子挑
出来放在显眼处以吸引市民购买。

“俺老公公那可是管理桃树的
一把好手，一旦发现哪棵树上结出
的果子不好吃了，当年就把树砍
了，再重新栽种一些口感好的桃
树，自家的桃子哪种桃好吃我们就
种哪种桃子，说换就换，所以俺家
的桃子就比一般的桃子要好吃
些。”该市场一桃农表示，“每年 7
月初，桃子陆陆续续上市，我就开
始来卖桃了，每年都有一批‘老主
顾’就冲着我家桃子来，其中有一
位大姨，一到这个时候每隔两天就
要光顾一次我的桃摊，像这样已经

连续三年了，别看这桃子的价格降
了，但销量上去了，总的来说收益
还比较可观。”随后，记者注意
到，随处可见的桃摊生意境况却相
差很大，有的桃农摊位前顾客很多
根本不愁卖，有的一天也卖不出几
单去，二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眼看这一天就要过去了，可
这两大筐桃卖了还没有一半，家里
的桃树上已经集中挂果成熟，有的
已经被‘晒裂’，一家人急得像热
锅上的蚂蚁，一块五二斤，跟白送
没两样，就这样的价格恐怕连成本

也不够，还白白搭了人工。”在离
该桃摊不远处，桃农老赵怎么也没
想到，往年行情还不错的桃子，今
年却出现滞销，给他来了个透心
凉，“这几年原有的桃树进入‘老
龄化’，这结出的桃子品质不好，
口感也不行，微利对我来说已经算
是‘万幸’。”像老赵一样因桃子卖
不出去堆成小山似的桃农并不少
见，在这些桃农们脸上丝毫看不出
喜悦，更多的是无奈和沮丧。

“见前几年市场上桃子价格行
情不错，我就动了心思，多种植了
一亩半桃子，此后，我一心扑在桃
地里，想着这些‘致富的宝贝’能
快点开花结果，眼下，好不容易熬
到了果树盛产期，我甚是开心，就
想着赚上一笔，谁知今年却遭遇桃
子难销的问题，收购商减少，就只
能自己带着桃子到城里来卖。”山
亭水泉的一桃农表示，“虽然每斤
只卖一元，但一天叫卖下来，喉咙
都喊干了，最多也就卖个二百多

斤，而为了能早早地把桃子卖出
去，这一天下来要不停地降价，早
上赶个好时候能卖到两块钱一斤，
不过这样的价格也就卖个两三家，
中午就卖到 1.5元/斤，1元/斤，末
尾的几乎是给钱就卖，总不能大老
远的带来再带回去。”

“对于不少桃农来说价高价低
全看运气，去年桃子的价格普遍较
高，一些口感好、品相佳的桃子都
卖到了三四块钱，这对不少果农来
说无疑是一针兴奋剂，种植户对市

场行情不了解，盲目跟风，桃子扎
堆成熟，本地水果品种日渐丰富，
加之运输条件便利，一些外地的桃
农直接雇车把桃子送过来销售，外
地桃涌入，为了抢占市场，外地的
桃子一再压低价格，使得部分水果
商贩宁愿‘舍近求远’。”水果批发
市场一商户表示，“本地桃子要想
销得好，不仅要在口感上进一步改
进，卖相上也要进行改良，‘秀外
慧中’才能走得长久。”

（记者 张莉萍 文/图）

本地桃还得抓抓“竞争力”

未及时更换品种本地桃难卖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于
信用卡可以透支服务以及分期付款
业务很追捧。不少市民为了缓解一
次性付款带来的消费压力，选择分
期付款的形式。近日，记者走访市区
手机市场发现，不少商家联合相关
银行推出了分期付款服务，而选择
分期付款购买手机的客户多为80后
和90后。

近日，80后市民秦先生看中一
种新款手机，因价格较为昂贵让他
有些“望而却步”。不过这一次秦先
生欲用信用卡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
购买。

据秦先生介绍，现在他一个月
的工资在 3000元左右，每个月除去
日常的开销外，也就剩个千把块钱。

“看中的这款手机价格在 5000元左
右，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如果用现
金付款买的话价格有些承受不了，
还好购买手机的这家店铺能够办理
分期付款，每个月按时还款，压力着
实减轻不少。”秦先生告诉记者。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手机超市，
发现“分期付款免利息”、“首付仅需
30%”、“月付 198”等各类宣传随处
可见。在这些手机店内，选购手机的
市民中时不时有人询问分期付款的
具体事项。据市中区龙头路上一家
手机大卖场的业务员向记者介绍，
办理分期付款业务的大多是大学生
和低收入人群，一次性付款当时可
能觉得压力大，分期付款相比更能
承受。然而，“零割的肉”虽然不疼，
但总共加起来还是需要多花几百块
钱。“现在数码产品更新换代快，手
机等数码产品的价格也随着产品升
级和商家竞争而略有下降，年轻人
喜欢追求时尚，一年换几部手机也
不足为奇。尤其是购手机分期付款
业务开展以来，确实提高了销量，选
择办理分期付款的消费者占到了一
半，其中多为年轻人。”另一家销售
手机的店面老板表示。

记者采访不少市民了解到，不
少选择分期付款的市民认为，分期

付款虽说价格比一次性付款的价格
高了一些，但是几千元分开来来还
的话还能够接受，最关键是能够提
前就能使用上自己心仪的新款产
品。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采取分期
付款的群体主要集中在“80 后”和

“90后”：一方面，他们对新兴事物有
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别人有的，我
也想有”；另一方面，又因工作时间
不长、储蓄不丰，所以选择分期付款
的方式进行消费。办理分期付款业
务虽然每个月以极低的价格还款，
实际上，消费者还需支付利息，这样
一来，分期付款总共支付的金额远
远高于裸机价格。尽管不少市民均
清楚分期购买数码产品确实不划
算，不过，年轻一族“没钱也能任性”
的消费方式，让分期付款这项业务
在数码产品市场拥有较为广阔的发
展空间。

（记者 杨舒）

新款5000多 太贵买不起

年轻人买手机热衷分期付款

外来“优质桃”涌入 挤压价格空间

果树年龄大品种老化 外来“优质桃”拉低售价

本地桃品质差缺乏“竞争力”

眼下，不论是年轻人还
是老年人，男士还是女士，都
加入了染发的行列中来，为
的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年
轻。可是多数消费者表示，
他们在染发之前均没有进行
过皮肤过敏的测试，这样一
来，往往就会给皮肤造成伤
害。

家住薛城区警苑小区的
李女士上周末去城区一家美
发店染头发，本想让自己变
得更漂亮，却出现了头皮瘙
痒难耐的情况。

李女士说，以前她也染
过几次头发，均没有出现这
样的情况。这次之所以出现
这种情况，李女士怀疑可能
和使用的染发剂配方中含有
致其过敏的成分有关。

《美容美发业服务质量
要求》规定：染发时应该先问
清宾客有无染发过敏史及头
皮损伤、长疖疮的现象，或经
皮试，确认无异常情况后，方
可操作。可是 20日，记者针
对30位曾经染过头发的市民
做的调查显示，在这 30位受
访者中，仅有 3位表示，在染
发之前接受过防过敏测试。
9 成的受访者无论是初次染
发还是已经染过多次发的，
美发师在给顾客染发之前均
没有做过皮肤防过敏测试。

日常生活中，和李女士
一样，因为染发配方导致皮

肤过敏的情况，很多消费者
都遇到过。在走访美发店的
过程中记者发现，能够严格
按照规定执行《美容美发业
服务质量要求》的美发店少
之又少。其实，细心的市民
应该会发现，一些染发剂的

“产品说明书”上已经明示使
用前应做皮试。使用说明中
也很明显地提醒消费者在使
用染发产品前最好做一下皮
肤测试，具体方法是将混合
好的染发产品取少量涂抹在
耳根处，经过24小时后，耳根
处皮肤如果没有过敏现象，
方可使用产品。可是在一些
不规范的小美发店中，基本
上顾客要求染发，美发店都
会照做，要么防过敏皮肤测
试的步骤直接省略，要不就
算做了皮肤测试，也做不到
24小时全测试。

美发店给出的说法是考
虑到消费者多数时间不允许
才会省略掉做皮肤测试的步
骤，但是像一些完全没有咨
询消费者意见的行为着实不
合理。皮肤科专家马医生表
示，过敏和个人体质有关,如
果消费者属于过敏体质，在
首次染发前一定要进行皮肤
测试。一旦对染发剂过敏，
最好不要再染发，或者换用
低敏染发剂，但使用前一定
要做皮肤测试。

（记者 董艳）

头皮过敏瘙痒难耐

染发皮试你做了吗？

近日，在市中区某超市内书包销售区，几位顾客正在挑选
书包。眼下暑期才刚度过一半，但是日前记者走访部分超市了
解到，学生必备的书包成了暑期的畅销品。

（记者 董艳）

“备”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