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北安桥旁和平路桂顺斋的元
宵售卖亭前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队
伍顺着路边已经拐了弯。“进入正月
后，汤圆的销售量就一天天增长，这几
天到达了高峰，14家芦庄子桂顺斋门
店日销售总量超过1万斤，比去年增长
了近三成。”天津市桂顺斋糕点有限公
司总经理杨静告诉记者，“为了应对销
售高峰，我们无论是制作汤圆还是售
卖人员都增加了人手，现在每家店都
是从早上5点开始制作汤圆，确保早上
8点开门就能开始销售。”杨静说，为了
保持汤圆的新鲜，必须一天一净。每

天都是早晨新打汤圆，晚上售完为止，
基本上各家店到晚上7点多就销售一
空了。

记者看到，制作车间里，摇元宵的
大锅全部开足了马力，工人将馅料放入
大锅滚上江米粉后，沾上江米水，再放
进江米粉中，这样反复几次，圆滚滚的
元宵就滚好了。杨静告诉记者，桂顺斋
的馅料都是自己生产的，糖浆、糖粉，包
括江米粉都是自己厂子里制作的，真材
实料，能够最大限度保证质量。

“五仁蜜馅”是桂顺斋的“拿手馅
料”，可可、黑芝麻、红果、橘子、大枣……

每个馅里都有“仁”，不仅老年人喜欢，年
轻人买回家自己吃的也不少，受到各个
年龄段市民的喜爱。“我等了一个多
小时，家里老人点名要芦庄子桂顺斋
的，咱排队也得给老人买。”一位刚刚购
买了汤圆的顾客满足地告诉记者，虽然
等了好久才买上，但元宵节图的就是一
家团圆，幸福满满。

消费者不仅对于老字号品牌热
衷，一些特色网红店也吸引了不同年
龄段食客的青睐。在西湖道上，最近
几天每天都可以看到浩浩荡荡的排队
长龙，人们翘首期盼的就是为了买到

火神妙老城里家的钙奶汤圆。一位排
队的年轻人告诉记者，每年春节他都
来买钙奶汤圆送给亲戚们，他想着今
年正月十五是周末，来买汤圆的人肯
定会更多，所以就早点儿过来买，没想
到还是得排长队。

记者看到排了很长时间队的顾客
大多是几袋几袋地购买，从窗口看进
去，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把一盒盒雪
白的汤圆从后面端出来，仔细装好袋
子。窗口前也堆着一袋袋装好的汤
圆，为元宵节准备的礼品盒堆成了小
山。窗口里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临
近元宵节，包装好的各种口味的汤圆
按斤销售，目前钙奶什锦、鲜果什锦都
有。记者注意到，销售窗口前商家特
地写明了汤圆的保存方式，张贴在了
明显处。

河东区的源宗盛粽子汤圆店也是
天津食客的心头好，这几天门店门口
排起了长队，也有不少顾客在线上直
播间里购买，再来店内核销。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现在店里为了分流不同
时间段的购买者，2号窗口早上7点就
开始销售，一直到晚上8点半才关门。
这个已经经营了30年的老店，还特地
给老主顾们留了可以自选馅料的窗
口。一位骑着电动车来买元宵的阿姨
说：“源宗盛就在家门口，吃了这么多
年了，买点地道老味道的，元宵节吃。”

与此同时，除了天津人喜爱的现
打汤圆，冷冻汤圆的销售也迎来了高
潮。津乐园直播间里冷冻汤圆的销量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位居销售榜首位。
在津乐园的门店里，冷冻汤圆的冰柜
摆在了显眼位置，店内的工作人员也
会不断向顾客推荐冷冻汤圆的促销活
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冷冻汤
圆比起鲜汤圆好保存，如果不是现吃，
还是冷冻的更方便，虽然冷冻汤圆常
年销售，但还是在元宵节期间卖得最
好，年轻的顾客大多都是网上购买后，
到店里核销取货。

新报记者解菁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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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日销增三成过万斤年轻人热衷直播间购买

天津老饕闹元宵汤圆肯定少不了

昨天下午，记者跟随河西区市场
监管局由食品监督科、行政执法支队、
陈塘庄市场监管所等多名执法人员组
成的元宵节食品专项检查组，一起来
到了坐落于曲江路上的一家名为“白
皮王”的花式糕点店。进到店内，一名
工作人员正在将刚刚做好的花式寿桃
糕点进行造型摆盘。执法人员发现，
这个由100个小寿桃糕点组成的造型
一共要摆放十多层。为了衬托出产品
的高级，这些蛋糕每层码放时，都会直
接放在印有不明材质的金色纸板上。
这些纸板上的金色涂层会和这些寿桃
直接进行接触。执法人员询问店主，
这些金色纸板从何处采购，是否为食
品级材质时，这名店主只是宣称这些
纸板都是从淘宝上采购的。至于是不
是食品级的，他本人并不知道，采购时
也没有索要过这些金色纸板生产厂家
的相关资质。

执法人员仔细检查，还在货架上
发现了多个标有“天津桂福来食品有

限公司”字样的塑料袋。这些塑料袋
里装有十多袋刺猬、五福捧寿等造型
的糕点。但这些糕点包装上均没有包
括产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
条件等重要信息。据店主介绍，这些
造型的面食制品都是从这家桂福来食
品有限公司购进的。这些产品送到店
里时，包装上就没有这些信息。他们
会将这些面食产品和该店自行加工的
寿桃拼装在一起，做成各种造型的产
品，销售给消费者。当执法人员问及
这些购进的产品到底是哪天生产的，
消费者在何时食用才是安全的时，店
主都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只是表示：应
该也是现做的吧。

执法人员当场对店主宣贯说，根
据《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食品的生
产加工、运输、储存过程中，所直接接
触的材料都必须是食品级的，否则就
存在被污染的风险。尤其是像这种莫
名材料喷涂上的金色纸板，由于无法
确定是食品级材料，所以是不允许和

食品直接接触的。执法人员现场责令
店主立即停止使用这种“包材”。同
时，食品加工企业在进货时，也要尽到
查验相关票据和实物的责任。像这种
没有生产日期、保质期等重要信息的
食品是根本不能收货的，更不能以其
为原料或成品再次加工进行销售。

截至发稿时，河西区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已将标称“天津桂福来食品
有限公司”涉嫌销售没有标识的情况
通报给该公司所属监管部门。津南区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也立即对该企业展
开了调查，并责令该企业进行整改。
这家糕点店涉嫌违规行为也在进一步
调查处理中。

新报记者崔楠文/摄

使用不安全包材没有生产信息花式寿桃店问题不少

临近元宵节，热爱美食的天津人又打起了汤圆的主意，无论是传统的天津本土品牌，还
是这两年兴起的网红店，抑或是品牌冷冻汤圆都悄然迎来了销售高峰。

为老人庆祝寿诞或者祈福，越来越多的市民将选购的对象转向

了带有手工制作的花式寿桃。这类产品也不断通过抖音等平台推荐

给市民。而昨天，记者跟随河西区市场监管局多部门执法人员在元

宵节专项巡查中发现，一家花式寿桃店内问题不少。执法人员已经

责令该店现场进行了整改，后续调查处理也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