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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8月1日起，《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
例》正式实施。该条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不得安排未满
12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在副驾驶位，而未满4周岁的未成
年人乘坐家庭乘用车，应当为其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如今条例已经实施一年有余，你了解条例中的这项
规定吗？你给你家的宝宝安装儿童安全座椅了吗？

市中区的杨女士家的宝宝
今年已经两岁多了，原本一直
放在车中的安全座椅最近也已
经被放到了储藏室。宝宝一岁
多的时侯，当时条例刚出台，在
一些母婴店里都有推销，所以
杨女士就买了一个。之后，只
要一出门，她就把孩子放到安
全座椅上，这样既安全又省事，
就这样一直坐到孩子近两岁。
前段时间，杨女士带着孩子去
徐州游玩，当时车子坐不开了，

就把安全座椅拿掉了。从徐州
回来，就没再把安全座椅装上。

家住新城区的张先生自从
孩子出生时就想着给孩子买安
全座椅，但是如今两年过去了，
每次孩子上车都是被家人抱
着。“孩子刚出生时，同事就建
议我购买，就一直拖着没买，去
年《条例》出来后的一段时间便
想着去买，结果到现在还是没
买。”张先生说。

随后记者来到青檀路某幼
儿园门口，接孩子的私家车排
起了长龙。记者查看了二十辆
汽车，只有 1辆配备有儿童安
全座椅。多数家长选择抱着孩
子或让孩子自己坐在后座上，
甚至一些家长让孩子单独坐在
副驾驶座上。“你用过车载儿童
安全坐椅吗？”记者随机采访了
五位前来接孩子的家长，有四
人直接回答“没有”。

“孩子小的时候抱着，现在
上幼儿园了自己坐在后座，完
全用不着。”市民赵女士表示。

市民顾女士表示，“每次都
是他爸爸开车，我抱着孩子，也
没有想过给孩子购买儿童安全
座椅。每次出门都有人照看孩
子，而且一个儿童安全座椅动
辄一两千元，感觉用处不是很
大，所以就没打算买。”

据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我市儿童安全座椅实
际安装的人数还很少。“安全带
和安全气囊都是为成人准备
的，不适用于身高在1.4米以下
的小孩。为了孩子的乘车安
全，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很有必
要。”该负责人还表示，抱着孩

子坐车，这是绝大多数车主存
在的安全误区。这种“人肉坐
椅”的危险性远高于让孩子单
独乘坐。另外，让孩子坐副驾
驶位置也不妥，一旦受到冲撞，
安全气囊或对小孩造成伤害。

（记者 李帅 张琛）

安全座椅放进储藏室

市民：多数人抱着孩子乘车

交警：儿童安全座椅很有必要

晚报讯（记者 张莉萍）方便面
凭借快捷、廉价、美味等优点，受到
不少市民的钟爱，尤其是加班一族
更是“面不离身”，加班加点的工作
中能迅速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不
过，最近有市民反映城区各超市的
方便面都提高了售价，廉价方便面
难寻。

“出差本想买两袋方便面带着，
可一连走了几个超市这方便面没有
买成，只能用糕点代替方便面在路
上食用。”家住东花园小区的市民徐
先生经常到外地出差，而他也早已
习惯带着方便面上路，不过最近他
却发现，某品牌方便面价格集体上
涨，为此，徐先生只能选择其他食物
作为替代品，“买方便面本来就是图
个便宜，现在倒好，方便面价格不断
地上涨，动辄六七块钱一桶不说，这
三四块钱的袋装方便面价格也让人

吃不消。”在解放路某超市，记者注
意到，方便面专柜略显冷清，即便有
厂商推销员竭力推销，也没有太多
顾客在此选购。

“挺贵的，最近才涨上去的，以
前哪有这么贵？”无独有偶，在光明
路某超市市民周先生一边挑选方便
面一边抱怨，他告诉记者，因为家里
人都不在身边，为了图省事，吃方便
面是家常便饭，家里常会储存一箱
方便面，“再涨，连方便面也快吃不
起了。”虽说是调侃，但周先生确实
觉得挺无奈。“哪里还有两块钱以下
的方便面，你看看这价格标签都是
新换不久的，就拿该品牌的方便面
来说，涨价几乎涵盖了旗下各种口
味的方便面。”该超市的工作人员介
绍，“袋装方便面零售价从 3.5元调
整为 4元，桶装方便面零售价从 6.5
元调整为 7元，另外一些稍高价位

的方便面价格也有上涨，虽说只涨
了五毛钱，但在消费者看来这上涨
幅度可不小，也难怪经过此番调价
后，其销量明显不如以前。”记者走
访了城区多家大型超市和小型商店
发现，部分方便面生产厂家不仅提
高了售价，而且包装也发生了改变，
眼下，标价在 2元的方便面已经难
觅踪迹。

“不久前，就有厂家告知由于原
料价格不断上涨，棕榈油、大豆等价
格持续上涨的原因，对旗下产品价
格作出相应的调整，据我了解，该品
牌旗下大部分方便面产品已从配
料、面饼和包装等方面进行了升级
和改良，产品配料大幅增加。眼下，
方便面身价屡创新高，但其销量却
在下降，这显然成了生产厂家不得
不重新考虑产品定位的问题。”某小
型超市的采购人员表示。

进入冬季，烩菜、炖菜、火锅、煲汤、麻辣烫……市民的餐桌上离不开粉条，粉条成了各市场、
超市中销售最旺的食品之一。家住市区的王女士近日在集市上买的粉条不是久煮不烂就是入
水即化。到底哪一类粉条是好的，哪些粉条又是所谓的纯地瓜粉条？

29日，记者来到利民市场，出售
粉条的摊位并不多，一家出售粉条
的摊位正在搬运刚刚进来的粉条。
记者注意到，在其摊位上共摆放着
从深到浅不同颜色的三四种粉条。

“这一种是10块钱三斤，挨着的是4
块 5一斤。”摊主告诉记者，他的粉
条共有五种，也有五个价格，从高到
低依次为 12元一斤、10元一斤、6.5
元一斤、4.5元一斤、10元三斤。

“都是粉条，为什么价格差别那
么大？”面对记者询问，摊主淡定地
说，“12元一斤的是纯地瓜粉条，没
有掺杂其他淀粉，便宜的掺杂了土

豆粉或木薯粉，价格不一样是由于
掺杂的比例不同。”记者发现，12元
一斤的粉条几乎是纯白色，并且较
粗；10元一斤的粉条颜色暗了许多；
10元三斤的颜色最黑，并且不易折
断，其他几种从外观上不易区别。

记者在市场内逛了一圈发现，
有的商户将粉条直接祼露在外面，
粉条上落满了灰尘。有顾客前来买
粉条，商户用刚找过钱的手直接去
抓粉条。有的顾客说，你用袋子隔
着手给我称吧。商户笑笑说，没事，
你回家不是还要洗吗。记者询问一
位商户，不同价格的粉条有什么区

别。商户回答，粉条里掺了其他淀
粉，掺的多少不一样，价格也不同。
有的还添加了色素。不过这些色素
不影响食用，对人体无害。

调查中，一位销售商告诉记者，
那些便宜粉条多卖给小麻辣烫店、
火锅店的，那种粉条怎么煮都不变
形，颜色鲜艳、价格便宜而且又有嚼
头。粉条作为大多数人吃火锅时必
点的一种食材，采购的数量通常也
是较多的，很多经营饭店的客户大
多会选择价格相对便宜、色泽较为
光鲜的，很少有人会询问粉条用的
什么原材料。

价格不同的粉条到底有什么区
别呢？记者采访了市区内一家农贸
市场多年从事粉条生意的老韩，据
他介绍，“现在每斤地瓜的价格在 8
毛左右，9斤地瓜能制作出1斤纯地
瓜粉，而1斤地瓜粉可以做出8两地
瓜粉条。这样算下来，一斤纯正的

地瓜粉条，不算人工和机器的费用，
成本价最少也要 9元左右。如果算
上运费、人工和其他的费用，一斤地
瓜粉条要卖到10元钱以上才行。”

据介绍，目前市场上低于 10元
的地瓜粉条，实际地瓜淀粉含量非
常少，12元一斤的肯定会有地瓜淀

粉，但难保证100%纯正。
老韩透露，“一些商贩为了追

求高额利润，他们在生产粉条时会
加入玉米淀粉。因为玉米淀粉的价
格比红薯淀粉的价格要低一些，掺
了玉米淀粉可以降低成本。

老韩还向记者讲解了一些如何
鉴别粉条好坏的方法，通过看粉条
内红薯淀粉的净化程度决定粉条的
颜色，粉条颜色微黄和稍黑都属正
常。如果颜色发白，则说明里面掺
杂了其他物质。品质好的红薯粉
条，晒干后发脆，手抓易碎，而掺了

胶质的粉条则韧劲十足。或者用打
火机点燃一根粉条，纯红薯粉条点
着后会起泡变成白色灰烬，且一捏
就碎，混合粉条火烧后则不起泡并
成黑色灰烬，手捏有发硬的杂质。
其次是，粉条买回家后，用热水泡几
分钟闻其气味，纯红薯粉条无异味，

水不变色；如果粉条泡后有霉、酸等
异味，口感有沙土存在，质量可能有
问题。“市民购买时，最好取样品用
热水浸泡片刻，质量好的粉条无异
味。此外，要到信誉好的大店购买，
一次最好不要买太多，够吃就行。”
老韩说。 （记者 张琛 文/图）

低价粉条加入土豆粉、木薯粉

粉条加“料”提高“颜值”

如何识别“加料”粉条

儿童安全座椅价高和寡
多数家长选择抱孩子乘车

棕榈油、大豆价格上涨 配料、面饼、包装升级改良

方便面4元一袋有点贵

掺入色素、土豆粉 价格便宜还耐煮

加“料”粉条多数进了火锅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