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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到一年中秋节。
耳畔似乎响起一首儿时传唱

的歌曲：“八月十五月儿圆啊，爷爷
为我打月饼啊。月饼圆圆甜又香
啊，一块月饼一片情啊……”

小时候，逢年过节是最为兴奋
的时候，主要原因是能吃到好东
西。那时候过中秋节，有的家庭会
去供销社买几个牛皮纸包裹的月
饼，酥软的外皮加上甜甜的馅料，
咬一口那叫一个美；有的家庭则会
取出收藏的木制月饼模具，然后拌
点馅料、和点面，如同包包子一样
包出月饼团，放入模具中用劲压制
一下，便成了圆圆的月饼，两面还
印上模具上的花样，或烤、或蒸，于
是就有了独具自家特色的月饼。
无论是做还是吃，整个过程现在想
起来也还满满的温馨。

月饼，又称月团、小饼、丰收
饼、团圆饼等，是中秋节的传统食
品。月饼最初是用来拜祭月神的
供品。祭月，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
老的习俗，实际上是古人对“月神”
的一种崇拜活动。发展至今，中秋
节吃月饼和赏月是中国南北各地
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月饼象征
着大团圆，人们把它当成节日食
品，用它祭月、赠送亲友。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这
一天，人们在一起吃月饼、赏明月、
话团圆。

随着时代的发展，月饼产品也
不断推陈出新，各种新奇月饼层出
不穷，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月饼产
品抽检合格率究竟如何？

据相关媒体报道，最近几年，
国家及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共计抽
检 月 饼 18020 批 次 ，合 格 样 品
17730批次，不合格样品290批次，
抽检合格率为 98.39%。各年度月
饼抽检合格率整体平稳，无大的波
动变化。

月饼抽检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主要涉及超范围或超限量使用食
品添加剂、微生物超标、质量指标
不合格和标签不规范。

看看，好端端的赏月吃饼的幸
福事儿，竟然因为月饼的质量问题
给人添堵，恐怕不会仅仅是挺烦的
吧？

我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食
以安为先，安以质为本，质以诚为
根。经商做生意，诚信为本、童叟
无欺是基本准则。照此为商，则生
意兴隆、财源广进；反此逐利，必定
门庭冷落，最终关门大吉。

中秋将至，我市各大商超内，礼品销
售大战早已打响。不同于往年的是，今
年的中秋节市场除了月饼以外，特产、水
果也是走亲访友的“抢手礼”。

9月12日，记者在解放区一家大型
超市的月饼专区看到，红红火火的宣传
海报、琳琅满目的礼盒为卖场增添了不
少中秋气氛。记者注意到，目前在售的
月饼礼盒价格在几十元到500元，其中
200元左右的月饼礼盒是主流礼品。品
种方面，南方火腿月饼和坚果核桃月饼
是“新成员”。

不管是商场超市，还是普通的特产
店，礼盒“竞技”热闹非凡。据土特产商家
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些年轻人爱吃松仁、
开心果、核桃等，所以今年坚果礼盒热销，
同样销售火爆的还有本土网红商品和助
农产品，如红薯粉、山楂干、鸡头参、怀姜
酱、山药片、油茶等。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饱满香甜的水
果占据着节庆商品的主角地位。当日上
午，记者在几家水果店看到，从大众的红
富士苹果、香梨、柑橘类水果，到进口的

晴王葡萄、西梅、蒙自石榴等水果应有尽
有，品质新鲜。尤其是商家为了吸引客
流，还把水果装进了精致的礼盒，满足了
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据了解，中秋节即将到来，送礼需求
大大增加，商超在主推节庆礼盒的同时，
也给出了特别优惠的价格，让利消费
者。“相比于线上商城，消费者在礼品购
买的渠道上会更青睐线下商超。”一家水

果店负责人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
们不再只着眼于传统的礼品，更多的是
趋向于个性化、趣味化等‘新’礼品。”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礼品的多样化
更能满足人们情感表达的需要。特产和
水果是大众的日常消费品，也不会造成
浪费，但是网红产品往往新鲜有趣，能够
给受礼者一个惊喜，再加上线下商家的
大幅度让利，更是一举多得。

今年受汛情和疫情影响，我市服装
市场普遍低迷，但随着中秋小长假的到
来，商家迎来了金秋商机。近日，记者走
访服装市场了解到，为了促进销售，商家
们在推出大幅度折扣夏装的同时，把新
款秋装定价也拉低了很多。

解放路上的多家服装店门口都贴上
了“夏装清仓打折”的字样，而且打折幅
度很大，“一件5折，两件3折起”，还有的

店铺推出了“买一送一”活动，甚至更有
“100元3件”的优惠活动。如此大力度
的促销，吸引了很多消费者购买。

在街边商店清仓夏装的同时，商场
里早已开始销售秋装新品。今年新上市
的秋装主要以花边衬衫、针织衫、阔腿
裤、风衣等为主。在设计上，体现了印
花、条纹、牛仔等时尚元素；在价格上，普
遍与去年同比下降了10%~15%。

“今年新上市的秋装降价一两百
元。”一家知名女装品牌的销售人员告诉
记者，“以秋装连衣裙为例，去年类似款
式的吊牌价在699元，今年的吊牌价降
到了499元；而长款风衣去年的吊牌价
大多为899元，今年降到了699元。”

还有一些品牌，虽然定价上降幅不
明显，但也以送配饰等方式让利。一家
商场的营销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像有些
运动品牌买球鞋送袜子，有些女装品牌

则是买衣服送丝巾、送包包。”
据商场某位负责人介绍，进入9月

份后，在各种促销攻势下，商场人流明显
增加，销售额也有一定增长，但相较于往
年同期还是略差。

“为了促单成交，我们服装导购员都
开启了直播模式。”一名服装店经理说，

“通过直播间活动，服装被销往全国各
地，周边的县级市场成为直播销售的主
要区域。”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受汛情和疫情
影响，不少品牌都在冬装上加大了投入
力度，希望在冬季能有些利润。从目前
厂家发布的新款冬装来看，今年的冬装
在款式设计和功能研发上更值得期待，
折扣力度会更大，货品也会更充足。”

左上图 商场内各大品牌的秋装新
款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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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节气过后，冬枣大量上市，市
场上购销两旺。

近日，在山阳区一家水果店里，果
实饱满、青里透红的冬枣稳居水果货架

“C位”。工作人员热情地向顾客介绍：
“这两天的冬枣又甜又脆，销量也很
好。”记者注意到，这款大荔冰糖冬枣的
价格为每公斤22元。

“冬枣价格比上周每公斤便宜了8
元。”该工作人员说，“之前冬枣刚上市
时，价格是每公斤30多元，随着陕西和

本地冬枣的丰收，冬枣价格已越来越亲
民，预计到国庆节前后价格还会更低。”

一位正在选购水果的市民说：“前
几天，我在附近水果店买了一点冬枣，
吃起来有好几颗是苦的，会不会是‘糖
精枣’？”这句话让周边不少顾客诧异。

“吃到几颗泛苦的冬枣，属于正常
现象。”该工作人员笑着回应，“我市市
场上几乎没有‘糖精枣’。消费者在吃
冬枣时感觉发苦，主要是因为市场上在
售的冬枣已经是中后期，水分略少，口

感相较于之前稍微逊色。”
随后，该工作人员为了打消消费者

的疑虑，还向大家介绍了如何买到好冬
枣的方法：首先看颜色，颜色应该是青
里透红或者黄中带点红的冬枣最为好
吃；表皮全红的冬枣口感并不好。其次
看个头，个头适中的冬枣为佳，个头过
大的冬枣果皮较硬，吃起来不脆。第三
摸手感，新鲜好吃的冬枣，表皮摸起来
硬实光滑，脆嫩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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