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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夜饭又出新花样
半成品成网购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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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刘方实习生
张晨）如今，继传统家庭年夜饭和饭店订桌
式年夜饭之后，网购年夜饭又成为人们的“新
宠”，在网络上迅速蹿红。

网购新宠：半成品年夜饭
年夜饭对于每一个中国家庭都具有重大

意义，网络商家很快从中发现商机，打造出半
成品的年夜饭，使之跻身网购热销品之列。进
入淘宝、京东、当当、亚马逊等大型网购站点，

各种半成品年夜饭在“年货特惠专场”、“年货
团购让利”的标语中纷纷飘红滚动。

据淘宝一位商家介绍， 半成品年夜饭就
是将年夜饭的各类菜品进行半加工， 然后包
装上架， 整合成一桌年夜饭的礼盒形式在网
络上售卖，其规格少至数人，多至十数人，价
格也从数百元到千余元，包含凉菜、热菜、汤
菜等不同种类，其中不乏红烧狮子头、鱼香肉
丝等经典传统菜肴。

“每天的订单上千件”

对于每位家庭主妇来说，从买菜到洗菜、

配菜，煎炸焖煮，加上之后的清理打扫工作，

实在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巨大工程。与此同时，

市区的不少餐馆过年都选择了关门歇业，仅
有的几家接受年夜饭预订的餐馆也都“一桌
难求”。 相比之下，网购半成品年夜饭只需在
网上下提货单， 然后按照指定时间领取快递
即可，需要上桌时，将商品连真空包装一起放
入锅中连水煮

20

分钟
～30

分钟，撕开包装便
能直接装盘。 记者随机询问了一位商家年夜
饭的销售情况，他表示，顾客的订单中七八个
人的礼盒形式居多，“每天的订单上千件”。

“年夜饭还网购？ 太懒了吧！ ”

网购年夜饭看似好处多多， 也有不少潜
在问题引发消费者疑虑重重， 如年夜饭的口
味、分量、用料、卫生等。尽管商家为了打消顾
客的疑虑， 不仅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商品
绝对没问题，一些网店甚至还将卫生许可证、

食品流通许可证等各类证件的照片也上传到
网上， 但网络本身的虚拟性与食用商品的特
殊性仍然让人不敢轻易购买。 正在超市选购
年货的市民陈女士， 前一刻还在向记者展示
女儿为她网购的外套， 下一刻被问及网购年
夜饭就陷入了疑惑：“年夜饭还网购？ 太懒了
吧！而且那也不太保险，一桌菜，都是吃的，能
放心吗？”对网购年夜饭持怀疑态度的消费者
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觉得“还是自己在家动手
做更靠谱， 而且跟家人一起做年夜饭也是一
个幸福美好的过程”。

菜品要新鲜发票要保存
在此，网购达人和工商部门也提醒大家，

要想网购到理想的年夜饭， 每一步都应该理
性谨慎：在选购年夜饭礼包时，一定要选择有
资质、信誉和评价较好的正规卖家，购买时要
问清食品的保质期和加工日期， 最好询问一
下每道菜的用料、重量等细节问题，同时注意
索要并保存发票，保存与店家的聊天记录，必
要时可作为维权证据； 收货时仔细对照并检
查商品，看外包装是否完好，是否存在异味等
问题，确认无误后再签收，将货款打给商家；

年夜饭套餐购买回家后应冷藏存放，熟食、生
食、半成品、即食食品分开放置，避免交叉污
染，同时冷冻食品宜解冻后再烹饪，生食品、

半成品要烧熟煮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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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葫芦丝学会是一个
深受广大市民喜爱的组织。

2012

年，信阳葫芦丝学会多
次获得国家级、省级荣誉，仅
荣获全国金奖的人员就达
26

人次。 一年来，该学会还
积极参与广场文化、 社区文
化等活动， 赢得了广大市民
的普遍好评。 图为

1

月
27

日，信阳葫芦丝学会
2012

年
度获奖人员在金通宾馆会演
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叶红摄

充电消遣两不误

假期图书馆里

真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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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李贝贝李秋艳实习生张晨汪
勤）春节临近，整个城市沉浸在热闹喜庆的气氛当中，市图书馆也
为广大市民准备了丰富的文化大餐， 在热闹中提供了一份不变的
宁静。

1

月
26

日上午，记者走进市图书馆进行采访。刚过
9

时，已经
有人陆陆续续过来看书了。书架前有人在选书，旁边的书桌前有人
在读书，大家陶醉在浓浓的书香之中。

这里学习效率高
随着春节的临近，各大高校、中小学先

后放假， 大批各年龄段的学生开始寻找合
适的地点消遣娱乐，享受自己的寒假时光。

当茶座、

KTV

不再吸引你的时候， 也许市
图书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环境好”、“安静整洁”、“看书学习效
率高”、“气氛好”， 这是采访中记者听到最
多的词汇。 不少学生在书架旁选取书籍或
者坐在桌旁阅读。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中
学生，他面前放着两本书，还摊着一张写到
一半的试卷。 “平时就喜欢来图书馆看看
书。 快过年了，家里热闹，图书馆的环境很
适合阅读和写作业。 ”他向记者介绍。

充电消遣两不误
“我喜欢看书， 这纯粹是个人兴趣爱

好。 ”一位正在
K

架（历史·地理类）选取图
书的中年读者钱先生告诉记者。 钱先生是
图书馆的“常客”，也是老读者，开馆不久就
办了借书卡。 而作为家庭主妇的王女士表

示，理财和饮食方面的书很实用，给自己的
生活提供了帮助。 她来图书馆还会给儿子
借几本书。“儿子很喜欢看历史故事。”王女
士说。

“工作之余看看书能放松一下心情，也
能学到不少东西。 ”市民李先生说。读书也
是部分上班族的重要休闲项目之一。 记者
在图书馆看到， 周末的图书馆有着不少成
年人的身影穿梭其中。

“活到老，学到老”

来到阅读区，一位鼻梁上架着老花镜，

正在伏案看书的老大爷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他不时从书上抄录一些东西，态度非常
认真。

“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趁着腿脚还方
便，不如来图书馆看看书。 ”老大爷放下手
中的笔边说边向记者展示他面前的笔记
本，“年纪大了， 看到有用的东西得用笔记
下来，不然就忘了。 ”

“活到老，学到老嘛，不然就跟不上时
代了。”记者问及老人来图书馆看书的初衷

时，老大爷笑着说。 在图书区，几位头发已
花白的读者在书架前仔细地挑选图书，手
中提着简单的布袋， 学习劲头一点都不弱
于学生和年轻人。

培养阅读习惯和兴趣
图书馆少儿区门口， 一位母亲正在看

着海报给儿子介绍少儿区每周末免费放送
的动画电影， 准备挑选合适的影片带孩子
前来观看。

里面大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在选书或者
阅读， 特殊的软座上或坐着或趴着不少儿
童，姿势各异，都看得津津有味。

“女儿上一年级了，平时一有时间就带
她来看书，这样可以培养她的阅读习惯，开
阔视野， 而且我发现她已经对读书产生兴
趣了， 平时总……”“我最喜欢看童话故事
了！”正坐在妈妈身边看童话书的小姑娘打
断了妈妈的话。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多数家长带孩
子来图书馆都是为了培养孩子的阅读兴
趣，希望他们从小就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