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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被捏得“伤痕累累”，
零食被顾客偷偷塞嘴里，称好
的食物被“遗弃”在饮料区货架
上……日前，记者来到我市几家
超市看到，一些市民不文明的购
物习惯，令超市很“受伤”。

“伤痕累累”的果蔬

日前，在市区一家超市的
蔬果销售区域，记者看到货架
上有不少被剥下的菜叶。一些
西 红 杮 、猕 猴 桃 和 桔 子 的 表
皮，还能明显看到被指甲掐捏
过的痕迹。

在蔬菜销售区，有两名女
士正在挑选小瓢菜。她们在排
列整齐的菜堆里翻找了一番，
各自挑了一把，将外面的一层
菜叶掐掉后，才满意地将菜装
进塑料袋中去过秤。在货架的
另一面，有位市民将捆绑好的
青菜拆开，仔细挑选他想要的
青菜。

“买水果当然要挑选一下，
我习惯了捏一捏，看看想买的水
果是否是坏果。”市民赵女士对
记者说，“我只是轻轻触碰，不会
影响水果品质的。”“买水果和蔬
菜当然要好好挑选。不上手摸一
下，我怎么知道是好还是坏？”市
民刘女士坦言。

一位超市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超市的菜和水果都是整理
好了的，基本没啥损伤，可有些
人就是喜欢翻来翻去挑选，拦都
拦不住。”“被弄得伤痕累累的水
果，谁还买呢？”超市工作人员无
奈地说。

正在超市购物的赵女士对
此也颇有微词：“原本摆放整齐
的菜和水果被翻得乱七八糟，确
实影响购物心情。”

“被迫搬家”的商品

记者在市区另外一家超市
看到，一名推着购物车的年轻女
子将购物车中的一瓶洗发水拿
出来反复翻看后，随手放在了一
旁放毛巾的货架上。

一 个 小 男 孩 把 自 己 爱 吃

的、爱玩的都放进购物车内，而
推车的妈妈则是一边走一边趁
孩子不注意，又悄悄将孩子挑
选的那些零食、玩具放到其他
货柜上。

记者走访中发现，商品“乱
入”的现象随处可见：饼干“跑”
到了啤酒的促销货架上，已称重
的散装糖果和面包“躺”在了洗
浴用品的货架上，饮料出现在文
具区……

超市导购员苏女士对此也
很无奈：“每种商品都有固定
的摆放区域。顾客如果随便乱
放，工作人员就得挑出来再放
回原位，会给我们增加不少工
作量。”苏女士说，更过分的
是，有的顾客称了酱菜等混放
的东西又不买，给超市造成了
浪费。

一位超市负责人告诉记者，
超市实行动态管理，工作人员在
巡查货架时，看到顾客随意乱放
的东西，会把它们放回原来的区
域。有的商品因放在不起眼的角
落很难被发现，尤其是一些熟食
和冷冻产品，等到他们发现时可
能已经过期或变质，只能报损。

部分食品成“试吃品”

当天下午，记者在一家大型

超市内的散装干果促销柜前看
到，不少顾客边挑边顺手剥开开
心果、夏威夷果等品尝。

一对看上去 50多岁的夫妇
买瓜子时，妻子一颗颗精挑细
选，有些不耐烦的丈夫干脆顺手
抓了把瓜子嗑起来。“东西好不
好，尝了才知道。”看到身边经过
的人不时投来异样目光，男子讪
讪地说。

在售卖散装糕点处，一名
20 多岁的女士掀开柜盖，没有
理会旁边的糕点夹，而是直接用
手抓起两块芝麻薄饼，吃了一块
后，将另一块又放了回去。接下
来，她又尝了小饼干、红枣糕等
四五种糕点，但最后什么都没有
买。

“有时过去阻止他们，顾客
还会不高兴。”超市的工作人员
对此很无奈。

购物“顺”走塑料袋

一些去超市购物的市民，在
购物时总喜欢“顺”几个塑料袋
放进自己口袋里。

在另外一家大型超市内，
一位老人将称重后的蔬菜放
进手推车里，顺手又拿了四五
个 塑 料 袋 。看 到 记 者 有 些 疑

惑，那位老人小声说，超市里
这种塑料袋是不收费的，多撕
几个拿回家装食品。老人说完
后，又上前撕了几个手撕袋才
心满意足地离开。一位 70多岁
的男士像撕卷筒卫生纸一样，
一次倒出长长一段塑料袋，撕
下来后叠好，装到了他的衣服
口袋里。

当天下午，记者在几家超
市走访发现，在超市的生鲜、干
货、水果、糕点、蔬菜区都摆放
着手撕塑料袋。只有少数几个
顾客在购物时只撕了一个袋
子，多数顾客一般会一次性撕
下两三个。

对于顾客使用塑料袋的情
况，一名干货区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手撕塑料袋不收费，消耗
量很大，但超市对此没有明文规
定，很难控制。

偷换价签自行“打折”

西瓜两元 1 公斤，可一位
顾客拿的一个两三公斤重的
西瓜，贴着一张 4元的价签。收
银员告诉那位顾客，这件商品
价 格 过 低 ，请 核 准 后 再 来 交
费，那位顾客挥挥手表示不要
了。

“这样的情况我们见多了，
所以收银员在收费的时候就会
特别注意一下。过低价格的商
品，我们需要再次核对一下才能
收钱。”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一些称重商品，超市工作人员会
提前称好重，贴好价签，便于顾
客挑选。此外，还有一些特价商
品也被工作人员贴上了价签。有
的顾客就会趁工作人员不注意，
把特价签撕下来贴到正价商品
上，给价签来了个“乾坤大挪
移”。

有些超市搞促销的时候，一
袋鸡蛋里放两个有裂口鸡蛋的
话，1公斤鸡蛋可以便宜1元钱。
由于买鸡蛋的人多，残损鸡蛋没
有了，顾客再买鸡蛋就得按正常
价格购买。只见一位女士拿起两
个鸡蛋一碰说：“这不就有裂口
的鸡蛋了嘛。”这一幕把记者看
得目瞪口呆。

冰柜盖子只开不关

记者走访中还发现，许多装
冷冻食品的冰柜盖被顾客打开，
没有及时关上。

一名负责冷冻区的超市工
作人员表示，有些顾客没有随手
关冰柜盖的习惯，不仅浪费电，
还导致冷冻效果变差，食品容易
变质。

记者看到，在一些卖散装点
心的区域，很多玻璃门敞开后没
关上。“万一苍蝇飞进去怎么
办？”一名正准备购买糕点的顾
客无奈地说。

据超市的工作人员反映，超
市内的不文明购物行为还有很
多，如带包装的内衣、袜子，经
常被人撕开后又塞回原处，牙
膏、洗浴等商品打开后再放回
去……“希望大家都养成文明购
物的习惯。这样别人舒心，自己
也痛快，多好。”超市的一名工作
人员说。

针对顾客在超市里的种种
不文明行为，不少市民也纷纷发
表自己的观点。市民马智说：“超
市购物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
一些自律，营造出文明有序的超
市购物环境。”

水果、蔬菜捏捏捏，内衣、袜子拆拆拆，干果、点心尝尝尝……

购物不文明 超市很“受伤”
本报记者 杨玉霞

本报讯（记者 姚连红）近日，
青县人和镇村81岁村民刘子江准
备将他手绘的60多张当地马厂兵
营和老建筑组图无偿捐献出来。一
张张手绘图真实还原了百年前的
街头场景，为研究大运河文化历史
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参考资料。

81岁的刘子江耳聪目明，精
神矍铄，坐在桌前绘图是他每天
最大的乐趣。刘子江从小爱画
画，喜欢学习历史知识。

20世纪 60年代，刘子江在青
县水利局工作期间，在马厂兵营
待过两年。当时的马厂兵营在刘子
江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多年来，刘子江到处搜集关
于人和镇村的历史故事。人和镇

买卖街上的建筑多是百年前建
成，后来很多建筑于 20 世纪 80
年代消失。4年前，他决定将自己
知道的历史留下印记，传承给后
人。于是，他开始绘制马厂兵营
和村里老街道买卖街的手绘图。

为了真实还原历史，刘子江
除了搜寻各种历史文献资料，还
骑着电动三轮车走街串巷，与附
近村里的老人回忆那段历史，一
聊就是半天时间。

每画好一幅画，刘子江会拿
着初稿找到知情的老人一起回
忆，一遍遍核实。为了还原买卖
街上的一家食品店，刘子江前前
后后修改了五六次才算满意，就
连门窗上的花纹都一改再改。

历时 4 年，刘子江手绘出 60
多张图，基本还原了马厂兵营原
貌和百年前买卖街上的老建筑。

“希望我画的这些图能让后
人了解当年的历史，这就是最有
意义的事。”刘子江说，等他将剩
下的 20多张图画完后，会无偿捐
献给青县档案馆和青县县史党史
研究室收藏。

青县档案馆工作人员表示，
老人绘制的马厂兵营图为研究运
河沿岸的历史提供了更加直观的
历史材料。日后，他们会将这些图
纸收藏起来，供游客参观、学习。

青县人和镇村81岁村民刘子江

手绘马厂兵营和百年前建筑图

手绘图之一手绘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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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