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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记者 王龙飞）
“就因为试了两条牛仔裤，觉
得不合适就没有买，谁知道
离开的时候却被店家辱骂，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一说起
买裤子的遭遇孙女士就气不
打一处来。

19 日中午，她吃完午饭
和同事一起去君山商城内逛
街，在一家服装店看到一条
裤子还不错，就对店老板说
想要试试，试穿后孙女士觉
得效果不是很好，于是又跟
老板说想试一下别的款式，
可试完后孙女士仍觉得穿着
不舒服，裤腿也有点短，就没
有买，谁知道就在孙女士和
她的同事将裤子交给店铺老
板准备离开的时候，老板就

开始一个劲地嘟囔，到最后
就变成了辱骂，将孙女士和
她的同事弄得一头雾水，不
知道自己是何时得罪了老
板。

“在别的服装店试衣服
时从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
不管自己试穿多少件衣服，
不管买不买，商家都不会生
气更不会说脏话，以后真的
是不敢再来这家店买衣服
了。听同事说她也在这家店
受过同样的‘待遇’。”孙女士
说，她希望店家以后能改善
一下经营方式，注意自己的
态度，耐心地对待店里的每
一位顾客，不要再说脏话辱
骂顾客。

服装店试衣未买
店老板恶语相向

晚报讯（记者 苏羽）近
段时间，一本名为《秘密花
园》的涂色书在微信朋友圈
里火起来了。在很多实体书
店或网店内，都出现了“一书
难求”的情况。据说这本涂色
书图案精致复杂，风格唯美
清新，号称适合各个年龄段，
涂色无限制，自由轻松，帮助
缓解压力，被称为是“减压”
利器。这利器真的有那么

“神”吗？
20 日，记者在市中区兴

安街的一家书店内看到《秘
密花园》一书。据销售员介
绍，该书在店内上架仅一个
多月，就卖出了 200多本。购
买的多为年轻人，尤其是上
班族。在货架上记者还看到
与《秘密花园》有着同样“功
效”的《奇幻梦境》。记者上网
搜索一下，这类涂色书在网
上销量也一路走高，有的月
销量达20多万本。

记者打开《秘密花园》一
书看到，该书有 96张黑白线
图，整本书由各种植物构成
一个神秘的黑白世界，读者
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给图
案填色，填色时还能发现若
隐若现的爬虫和小生物，部
分图案还给读者留下了创作
空间。据了解，这类涂色书之
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在于书
中图案精美，赏心悦目，而且
相比于传统绘画，填色不需
要绘画才能，人人皆可创作，
且每人审美不一，创作出的

作品也是独一无二。
市民王女士最近购买了

一本《奇幻梦境》，每天晚上
都会趴在桌上涂上一会儿。

“一般 3 到 4 天，才能完成一
幅画，因为图案太细致了，所
以填色时特别专注。”王女士
告诉记者，每次填色时她心
里都特别沉静，心无旁骛，一
时间忘了很多烦恼，的确有
不错的减压效果。然而，涂了
不到一周的时间，王女士反
而觉得压力增大，因长时间
埋头涂色，导致头昏眼花，浑
身不适。“刚拿到书那几天
特兴奋，每天下班晚饭过后
就涂色，一直弄到晚上睡觉，
因为图案太密集了，看太久
会眼花头晕。现在她觉得要

‘适度’，只是每晚涂上个把
小时，强迫涂色会增加心理
负担。”王女士说。

记者发现，由于该类型
的书里面的图案非常精致，
如果不想把颜色涂到线条外
面去，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
对眼睛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而王女士也表示，减压方式
很多，如户外运动、看电影购
物、喝茶看书都可以，关键还
是要看自己喜欢哪种方式。

此外，长时间埋头涂色，
可能会引起颈椎、眼睛等部
位不适，对此医生建议涂色
一定要控制时间，一个姿势
超过半小时要起身活动活
动，而且这类书籍画面密度
大，儿童使用易引发近视。

减压涂色书有那么神吗？
控制时间和姿势很重要

如今又到了山楂成熟上市的时节，然而受前段时间山亭区旱情的影响，今年山楂的情况似乎并
不乐观。个头小，颜色差，产量减少的同时收购价不涨反降，有的甚至出现了滞销的情况，果农对此
愁眉不展。

19 日上午 9 时，在山亭区水泉
镇，记者看到田地里的山楂树上还
有部分山楂没有采摘完，果农们正
忙着摘山楂。

“今年的山楂很不好，往年这时
候产的山楂都是个大红润，你看看
现在的山楂，个头小不说，颜色还不
正，带疤的还不少，质量实在太差
了。”正在地里摘山楂的果农张富全
表示，今年由于旱情的影响，导致山
楂无论从质量还是产量上，都不如
往年。

前段时间记者曾报道过有关山
亭区干旱的情况，因此对于旱情有
着一定的了解。在有效降雨较少、

气温较往年同期较高的情况下，旱
情一直持续着，这对包括山楂在内
的各种果树以及农作物的生长，均
有着极大的影响。

“不仅是干旱，今年的气温也不
低。”张富全告诉记者，每年的 10月
上旬是山楂的成熟期，果农们也会
选择在这个时候选择采摘山楂。可
在今年，由于 10月上旬时气温居高
不下，导致了山楂的采摘期推迟，再
加上干旱的双重影响下，果树长势
较差，有的甚至出现大规模掉落地
面的现象，着实令人感到可惜。

另外张富全还告诉记者，旱情
致今年山楂产量减少了大约三成。

“按照常理来说，产量降低了，
收购价应该上涨，可现在倒好，不仅
不涨，反而降低了不少。”与张富全
同村的果农肖永胜表示，今年山楂
成色不太好，可成色好的价格也下
降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山楂根据
成色和品种，所卖价格也是各不相
同，但以品质最好的山楂来讲，去年

收购价为 2.5元/斤的山楂今年却降
为 1.5元/斤，而质量较差的山楂里，
去年 1.3 到 1.4 元/斤的价格如今降
到 0.4到 0.5元/斤，百分之四五十的
降幅令果农们难以接受。

然而真正令果农们感到心急如
焚的是，刚开始尚还有前来低价收
购的收购商，近几日连低价的收购
商都很少出现了，已经采摘完的山

楂卖不出去，只能烂在家里。近几日
只要有收购商出现，即使是以 1 元
钱一斤的价格出售，果农们也是争
先恐后。

“一亩的山楂成本要三千多块
钱，如果只卖五六毛钱一斤，也只是
刚刚把成本赚回来，辛辛苦苦大半
年结果只赚来这么一点辛苦费，着
实让人难以接受。”肖永胜苦笑道。

调查中记者发现，与果农们心
急如焚的心情相比，水果销售商的
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尽管零售价格
一降再降，但是销售效果却不尽如
人意。

“一开始刚上市的鲜山楂倒是
挺好卖，第一天就卖出去不少，为此
我还挺高兴，又多进了一批今年刚
下来的鲜山楂。可是自那以后销量

就逐渐减少，对此我也采取了很多
措施，比如降价处理，但是销量一直
提不上去。”市中区朝阳市场内的一
水果供应商如此说道。

调查中记者发现，与往年相比，
今年山楂的零售价格确实比以往有
所下降，往年成色较好的山楂可以
卖到4元一斤，如今降到了2.2到2.5
元之间，而成色一般或者较差的以

往可以卖到 2 元一斤，现在也是降
低了0.2到0.5元的价格。

在朝阳市场内，记者发现大约
有六七个售卖山楂的摊位，这些摊
主均表示，今年山楂比较难卖。“自
10月 1号前后山楂上市以来，大半
个月过去了，我这的山楂连一箱（40
斤）都没卖出去。”其中一位摊主如
此说道。

销售商：有价无市不好卖

从收购到零售，无论在哪个环
节，与之相关的人员均反映了今年
山楂的困境。其实不仅是在我市，临
沂、泰安、邹城等多地的山楂或多或
少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市水果销售商赵先生不仅家
里种植山楂，他自己更是有着二十
多年的山楂销售经验。他告诉记者，
与其他水果相比，山楂比较特殊。因
为山楂树耐瘠薄，抗干旱，一般瘠薄
土地不能生长其他植物的时候，生
长山楂却非常适合。尤其在山亭区
这种以山地居多的地方，种植山楂

尤为合适。
“山楂可当水果可入药，以往市

场缺口很大，利润较高，受此影响下
果农们纷纷跟风种植山楂，山楂产
量因此大幅度增长，库存日益增多，
长此以往之下，供大于求，再加上今
年出现了旱情，山楂成色不好，因此
才会出现山楂难卖的现象。”赵先生
表示，当下社会中农民仍然属于信
息和实力上的弱势群体，总是滞后
于市场需求，而且也没有市场定价
权，因此才导致了这种无法把握价
格的现象出现。

市中区某食品加工厂的马经理
表示，“果农切忌盲目跟风，可以将
目前部分田地里的山楂树换成别的
经济作物，避免了只靠山楂吃饭的
局限性。其次，山楂加工比较单一，
比如山楂干和果丹皮，需求量较小。
而国外的深加工则大大提升了对山
楂的需求量，比如将山楂做成食品
添加剂，因为山楂含有丰富的氨基
酸和维生素，很受食品加工企业喜
爱，这种纯天然的添加剂用来加工
食品，既对食品无害也提高了食品
的味道。” （记者 寇光 文/图）

加工厂：山楂加工产品过于单一

果农：产量降三成，收购价跟着降

今年山楂卖相奇差

个小颜色差 产量降三成

山楂收购价不及去年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