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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月19日讯 临近
年关，米、面、粮、油等不可或
缺的生活物资成为不少市民
的采购首选。今天上午，记
者走访淄博中心城区的粮油
批发市场及商超发现，目前
市场上粮油供应充足，价格
稳定，能够满足市民日常消
费需求。

在淄博潘成粮油批发
市场，不少粮油店内货品堆
积成山，前来采购的市民以
老年人居多。“面粉是制作水
饺必备的原材料，因此近期
来买面粉的人明显增多。”在
批发市场入口处，一家面粉
专营店负责人介绍，“现在我
们店里有6吨至7吨面粉。
此外，店铺每天都会进出货，
流通也正常。”

记者走访多家粮行了
解到，大米等生活物资近期
销量没有明显变化。“因为我
住在批发市场附近，家里的
米、面、油都是随吃随买，不
愁买不到。”当天上午，市民
沈女士在购买小米后告诉记

者。据张店区粮食物资储备
服务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淄博潘成粮油批发
市场库存大米5000余吨、大
豆2000余吨、面粉1000余
吨、各类杂粮2000余吨、油
脂500余吨。

当天上午10点半，在家
家悦超市淄博印象汇店，超
市货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
货物，不断有市民前来选购。
在粮油区域，在售的米、面、
粮、油品类多样，供应充足，
不仅有价格亲民的散装米，
还有品类多样的袋装米。目
前淄博中心城区内，淄博商
厦、大润发超市、银座购物广
场等10余家大型商超共准
备优质粮油1000余吨。普
通粳米零售价2.5元-2.9元/
斤，普通面粉零售价1.9元-
2.3元/斤，鲁花（5L）花生油
桶装159.9元左右，价格运行
平稳。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
中心记者 高阳 通讯员
王业宏

淄博1月19日讯 今
天，记者走访多个便民市场
发现，现在蒜价很便宜，市民
腌蒜成本不高，肉类价格也
相对稳定。相比之下，鸡蛋
价格涨了不少，每斤售价在
6元以上。

“我卖的主要是济南章
丘的蒜，3.8元一斤。今年的
价格非常稳定，这几个月下
来一直都卖这个价。”在淄博
中心城区八大局市场，蔬菜
商贩王女士告诉记者。

在金乔农贸市场，一名
商贩零售的大蒜标价4.5元
一斤。商贩李先生说：“我这
里是南郊大瓣种蒜，每头蒜
大约6个蒜瓣，品质好，进价
高，比小瓣种蒜贵一些。”

记者又走访了城中农
贸市场等多个菜市场，发现
蒜的批发价在每斤2.8元左
右，零售价集中在每斤3.5元
到3.8元之间。

记者此前从鲁中蔬菜
批发市场了解到，近一年来
蒜价波动不大，目前批发价

不到3元钱，价格实惠，供求
稳定。

与大蒜相比，鸡蛋价格
则上涨明显，目前在每斤6.4
元左右。山东卓创资讯股份
有限公司分析师张文萍分析
称，1月份开始鸡蛋价格呈
现走高态势，每斤累计上涨
超过1元。

究其原因，6日一些地
区迎来寒潮天气，北方部分
地区温度达到零下20多摄
氏度，鸡蛋存在冻裂情况，个
别市场临时性停收；同时因
温度降幅大，少数地区蛋鸡
产蛋量下滑，鸡蛋供应能力
小幅下降。寒潮结束后，部
分市场走货恢复，需求稍有
提量，鸡蛋价格缓慢走高。
短期内蛋价再涨空间有限，
且存在下跌的可能。

此外，猪肉、羊肉和牛
肉价格也处在了相对高的位
置，不过近期价格相对稳定。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
中心记者 孙渤海 通讯员
郭燕群

淄博1月19日讯 1月20日
是农历腊月初八，中国传统的腊
八节到了。巧合的是，今年的腊
八节同时也是大寒节气。

每到腊八节，不少市民便着
手于剥蒜买醋，泡腊八蒜、喝腊
八粥。今天下午，在张店区龙御
九级村居民潘慧家中，欢声笑语
不断。“腊八节快到了，今天一
早，我专门去早市买了5斤大蒜，
这样就能多泡几罐腊八蒜，跟亲
戚朋友分享。”潘慧笑着说。

酸脆的腊八蒜配上热腾腾
的除夕饺子，是不少市民年夜饭

的标配。为了制作出美味的腊
八蒜，潘慧可谓做足了功课。“首
先装腊八蒜的容器必须无水无
油，剥完的大蒜冲洗后也要擦干
或晾干。”她介绍，“将大蒜尾部
切除可以更好地入味。另外，泡
蒜一定要用小米醋，可以在醋里
加一些红糖，这样腊八蒜口感
好，味道也更丰富。”

“俗话说，‘吃了腊八饭，就
把年来办’。”博山区文化研究院
副院长李福源介绍，大寒恰逢腊
八，十分少有，腊八节过后，人们
便开始“忙年”。“提起腊八节，少

不了两个习俗，那就是喝腊八
粥、泡腊八蒜。”

关于腊八蒜，李福源说：“从
明朝开始，博山的商业就比较发
达。从事买卖行当的人在腊八
节这天会拢账，如有欠款便少不
了要债。古时候人们不喜欢开
门见山要债，所以便衍生出了用

‘蒜’来代替‘算’，提醒是时候该
清算还债了，因此也流传下来

‘腊八粥，腊八蒜；放账的送信，
欠债的还钱’这样的俗语。”

“每逢农历的三、八，博山大
街都有集，而过了腊月，大街可
以说每天都有集。”李福源介绍，
在博山几乎家家户户过年都会
做酥锅、豆腐箱等传统美食，因
此从腊八节后，人们便开始忙着
赶集采购食材。

对于腊八节后赶大集，今年
77岁的张店民俗专家罗光洲也
有着深刻的回忆。“每逢腊八，街
巷邻居都煮粥喝，既表示腊祭日
不忘祖先勤俭之美德，又盼神灵
带来丰衣足食的好年景。”罗光
洲介绍，腊八过后，家里便要为
买年货做准备。“先到卫固大集
上卖花生、芝麻等农作物换钱，
到腊月廿三前后，就开始买年
货。我印象最深的是，孩子们都
会得到一身新衣服，鞭炮、年画
等也是小时候最期待的年货。”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高阳

“大寒”逢“腊八”备上粥蒜来驱寒

忙年啦
粮油供应足
百姓过年不心慌

鸡蛋涨钱肉价稳
今年大蒜很实惠

在我国北方，从“腊
八”开始，意味着正式拉开
了过年的序幕。

腌制腊八蒜就像是忙
年的开始，忙忙活活打扫
卫 生 、高 高 兴 兴 置 办 年
货……忙年是习俗、是传
统，更寄托了人们对来年
美好生活的祝福。

淄博1月19日讯 贴春联、
包饺子，是我们熟悉的过年习俗，
那你是否知道，在淄博一些农村
还延续着挂落门钱的传统？在桓
台县起凤镇，就有这样一家夫妻
档加工厂，专门制作落门钱已十
余年，生意一直很红火。

落门钱又叫“萝卜钱”“门
钱”等，过年时挂于门楣或贴在
门上，有美好的寓意。

1月17日上午，在桓台县起
凤镇辛泉村的落门钱加工厂，负
责人田国带领记者了解了双面
红纸是如何被加工成落门钱的。
在安装着全自动烫金生产线、模
切机械的多个车间里，工人们各
司其职，一派忙碌的景象。

田国与这门手艺结缘，缘于
小时候看爷爷用老法子制作落
门钱。十余年前，他也涉足了这

一行。与使用锤子、凿子、小刀
等工具的传统制作方法不同，他
从一开始就引入了机械化生产，
效率大大提高。

据田国介绍，机械生产2到3
天就能走完一个流程，比过去省
了一半时间。他的工厂主要生
产纸质和布质的落门钱，产品销
往省内及北京、天津、内蒙古、山
西、陕西等多地。据他粗略估
算，厂里一年用的纸和布就多达
1000万平方米。

近几年，田国的加工厂新出
了带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元
素的落门钱，一经推出大受客户
欢迎。2019年，在烫金工艺基础
上，他又引进了洒金新工艺，落
门钱上可以呈现粉红、蓝、绿等
多种颜色，看起来更美观。

“人们生活好了，要求也高
了，我们也得跟上形势的变化。
明年我打算新上自动化流水生
产线，进一步提高效益。”田国
说，他会坚持做下去，把这门老
手艺发扬光大。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渤海

落门钱 添喜气 红红火火又一年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一名工人正在清理红纸孔内的废料。

1月19日，在潘慧制作完腊八蒜后，其朋友刘女士饶有兴趣
地欣赏起来。

19日上午，在常青园便民市场，市民正在选购牛羊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