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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客寥寥无几，大部分商户没出摊
“2009 上街区首届中华名吃美食节”是 5

月 30 日开幕的，是由上街亚星房地产公司主
办、洛阳中华百家名优小吃组委会承办。原计
划美食节从 5 月 30 日开始，一直延续到 6 月 7
日，主办方和承办方邀请了全国 20 多个省市
的百位美食家汇聚上街亚星盛世广场，每天从
8时 30分营业到 22时 30分。事先主办方还在
上街、荥阳、巩义等地发放了美食抽奖券数万
张，为美食节的举行大造声势。

可是，昨日 11 时 40 分，记者在上街区美
食节现场看到，仅一家商户在“营业”，其他的
摊位上一位顾客也没有。卖羊肉串的连炭火
都没有点，卖叫花鸡的还没有开张，卖担担
面、香港撒尿牛丸等美食的还没有人来练摊，
几十个摊位只有 4 家摊位上有人招呼。到昨
日 13 时，食客也寥寥无几。

“已经有商户走了，我也要走了，等不到美
食节结束了。”卖开封第一楼包子的商户说，美食
节刚开始时，有5家卖开封第一楼包子的，现在
已经走了两家，他的生意才有点起色，不过“一个
锅做的包子就够卖的了，客人来了还不用等”。

另一位商户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他们的处
境：“走吧，已经交了钱，不走吧，挣不到钱。”

商户：居民口味太“刁钻”
“居民口味太‘刁钻’。”卖开封第一楼包子

的商户说，开封第一楼包子可以说是全国名吃，
在全河南、全国都非常受欢迎，可上街区的居民
即使来了也极少品尝。

居民韩先生说，上街是移民城市，有河南
人，还有东北、山东、湖北、贵州等地的人，全
国大部分地方的小吃在上街区都能见到，饭
店竞争很激烈，其结果是优胜劣汰。在上街
有一句话：“一年吃倒闭一家酒店，一年喝
掉一个酒品牌。”

现场一位姓徐的女食客对记者说：“上街
人啥都吃过，如果饭店不变着花样来满足居
民的口味，就必然会倒闭。美食节上的小吃上
街都有，一点不稀罕。”

居民：想通过美食节暴赚一把，不可能了
对于美食节所遭遇的冷落，居民们虽

然也认同商户的看法，但“主要原因还是

价格太高”。
“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价格高了就不

好卖。”逛过美食节的杨女士说，在美食节现
场转上一圈，发现这些美食在上街区基本上
都能找到，比如四川担担面、叫花鸡、过桥米
线等。因为这，居民在价格上就有了对比。
上街人吃的羊肉串多是一元 1 串，美食节上
的羊肉串肉虽多，但 10 元 1 串的价格的确让
居民感到“太贵”。

禹先生说，他在上街吃过几次开封第一楼
包子，一笼卖4至6元，而在美食节上一笼卖10
元。“信息都透明了，大家都不傻，想通过美食节
暴赚一把，不可能了。”他认为，美食节上的美食
应当平价，通过多吸引人气来多赚钱。

主办方：居民收入下降影响消费

据主办方说，5月 30日气温还比较低，从 5
月 31日下午开始，商户见天气炎热，又没有人
气，就准备开始撤离了。

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铝

郑州企业效益不好，职工收入普遍降低，而中铝

郑州企业的职工又是上街区的主体消费人群，在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上街区整体的消费水平。

因而，在主办方看来，气温和居民收入对

美食节的成败也有影响：“在不合适的时间，
不合适的地点，举办了一次美食节。效果欠佳
是可以理解的。”

上街残疾人服务中心投用
□晚报记者 姚辉常

本报讯 近日，上街区残疾人综合服务
中心正式揭牌投入使用。

上街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位于该区
济源路东段，投资 200多万元，总面积 500
多平方米，设有残疾人综合康复室、儿童康
复室、心理咨询室、残疾人用品用具室，配
备偏瘫康复器、手功能训练箱、儿童电动站
立架等多种康复训练器材，以及电脑室、图
书阅览室、棋牌室、乒乓球室、多功能厅等
娱乐场所。该中心成立后，上街区4000多
名残疾人可以在这里享受到康复训练、心
理咨询、职业培训、休闲娱乐和职业介绍等

“一站式”服务。

上街区老人免费乘公交车
□晚报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穆文涛

本报讯 从6月1日起，上街区60岁以
上的老年人可以免费乘车。

自 2005 年开始，上街区就为 70 岁以
上的老年人办理了免费乘车卡，有 3000
多名老年人受益。2009 年，区政府承诺

“实现全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
车”。据初步统计，该区目前60岁以上的老
年人有1.7万人。

据了解，6 月 1 日至 30 日，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可持有关证件，到新建街与登封
路交叉口附近的公交公司月票销售点，办
理老年人免费乘车卡。

杜甫成巩义邻里文化节
“形象大使”
□晚报记者 周炜卿 通讯员 丽娜 英平

本报讯 自5月19日，巩义首届邻里文
化节在新华街道办拉开序幕以来，办事处、
社区都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诗人
杜甫也成了邻里文化节的“形象大使”。

6月1日晚上，杜甫路街道办事处举办
的“诵杜诗 爱巩义 讲文明”的活动在宋陵
公园正式启动，数千名城乡居民一边欣赏
精彩的文艺演出，一边吟诵杜甫的诗句。

据了解，巩义市正在打造杜甫生平事
迹一条街、杜甫诗词一条街、杜甫在家乡生
活一条街艺术长廊。让人涉足巩义就能感
受到杜甫文化的浓厚气息，让杜甫成为故
里的形象大使、金字招牌。

时间尚未过半，不少摊贩已经撤离

“上街首届美食节”不太吃香
商户说居民口味太“刁钻”，居民认为美食价高又无新奇

□晚报记者 周炜卿 通讯员 张贤钊 杨宪福

本报讯“检察官，饶了我吧，都怪我一时财
迷心窍，不该冒充记者敲人家那么多钱……”5
月 25日上午，在巩义市看守所提审室内，家住
焦作市马村区九里山东街的农民秦喜军隔着铁
窗声泪俱下，哀求办案的检察官们放他一马。

现年 35岁的焦作农民秦喜军一直无固定
职业，2008年年初被人“介绍”到某电视台成了

广告业务员。广告业务员并不好当，经过一段
时间的奔波，他的广告业绩仍然是零。于是
他打起曾打过工的缔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主
意，他先与该公司一位关系不错的朋友取得联
系，许以好处，动员其提供缔华的把柄。对方
说：“缔华可能有偷逃国家税款的嫌疑，具体
证据不好弄到手，不妨先来个敲山震虎。”

于是秦喜军给缔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财务
总监和公司领导多次打电话、发信息，说自己是

某电视台记者，掌握了缔华大量的机密材料，准
备作为一个反面典型进行报道。如果不花钱摆
平此事，电视台将曝光此事。公司不堪其扰，派
出一名负责人与他见面，结果秦喜军狮子大张
口，开口就要 100万的封口费。缔华公司遂向
巩义刑侦大队报了案。

2009年3月18日，缔华公司负责人约秦喜
军见面，协商封口费事宜。秦喜军喜出望外如
期赴约，没想到等他的是一副冰凉的手铐。

想钱想疯了 张嘴就要100万元封口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