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期商品贴上“促销价”，你会买单吗
记者走访长沙各大超市发现，七成年轻受访者表示会考虑购买临近过期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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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5日讯 近日，中
原地产研究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8月21日，已有超过30家
房企公布2019年半年报。其中25
家房企，合计营业收入为3619.39
亿元， 同比2018年同期上涨了
25.9%。 合计净利润达到了340.1
亿元，净利润率为9.4%。

从整体上看， 房地产行业依
然处于利润和规模上涨周期。例
如万科、碧桂园、融创上半年的营
收均保持超过30%的增速， 净利
润增速也在20%以上。 其他标杆
房企上半年盈利也颇为亮眼，融
创中国、阳光城、金科股份等房企
上半年净利润增速均高于40%。

但对小房企而言， 今年上半
年却并不好“熬”。包括中洲控股、
美好置业等房企上半年净利润均
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一位长沙房
地产品牌负责人透露， 房企拼规
模的趋势在不断加剧， 资金的压
力也在不断上升。

■记者 卜岚

超30家房企发布半年报，房企业绩增速普遍放缓

山货“飞”出深山，侗寨脱贫尽开颜
———记湖南日报社驻新晃华南村扶贫工作队

售价10.9元的玉米挂面， 附赠一包售价相等的薯条；
原价55元的进口蛋糕， 特价只需39.9元……商家的促销，
除了让利，或许还有另一种原因。

8月25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长沙市主要超市卖场
发现，越来越多的商家在店内开辟出“促销专柜”，销售因
临近保质期而特价销售的商品或部分包装破损但仍不影
响使用的日化用品。

这种主动的促销行为，究竟是转“报废为消费”，还是
在质量上打起擦边球，产品质量如何保障？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临期促销
8月25日， 在家乐福芙蓉广

场店的超市收银台附近，白底红
字的“买一送一”促销货架十分
醒目。

三湘都市报记者看到，该货
架上销售的“买一送一”商品分为
两类，一种是将临期商品作为赠
品与正常商品搭配出售，一种是
将两件临期商品共同出售，销售
价格则为其中一件商品的售价。

如， 售价为5元一包的家乐
福马铃薯淀粉（保质期至2020年
12月18日），捆绑赠送一盒2019
年9月5日即将过期的莎布雷武
士曲奇；售价10.9元一袋的玉米
挂面，捆绑赠送一包2019年9月
8日即将过期的劳伦兹细薯条。
通过电商平台， 记者查询到，上

述两者赠品的正常售价均为10
元左右。

在更多的超市内，则是将临
期促销商品与同品类正常商品
摆放在一起进行特价促销。 如，
在长沙国金中心负一楼的OLE
超市内，原价11元，保质期至9月
4日的南阳乳酸饮品促销价为
9.9元，原价55元，保质期至12月
11日的玛璐托长崎蛋糕促销价
为39.9元。在平和堂五一广场店
生活超市内，售价46.8元，保质
期至9月28日的丸中巧克力味蛋
糕也正在进行“买一送一”促销。

同时，三湘都市报记者在嘉
宝天猫官方海外旗舰店上看到，
不少临期的辅食也在进行“第二
件半价”的促销。

满货架商品“买一送一”

事实上，与通过降价的方式
吸引消费者购买“卖相”不好的
水果、蔬菜，即将到期的酸奶、高
价猪肉被捆绑销售“买二送一”
等现象一样，临期商品的“买一
送一”、 降价出售其都是商家主
动减少毛利，或以“小赔”换“大
亏”的市场行为。如今，消费者对
这一现象的态度更加理性，接受
度更高。

23岁的廖小姐表示，会购买
正在促销的临期商品，“想吃啥
买啥，比如韩国的紫菜，一般来
说也放不坏”。她认为，即使商品

的质保期过了，也不代表就不能
再吃，只是生产它的公司不再提
供品质保障，还是可以自己判断
一下是否能够食用。

45岁的夏女士却认为，快到
期的商品面临着变质的风险，
“买来就是垃圾，吃了有损健康，
不去贪这种小便宜。”

三湘都市报记者发现，对于
临期促销商品，年轻消费者的接
受程度似乎更高———近七成的
受访者表示， 如果价格合适，会
考虑进行尝试和购买。而这些受
访者的年龄多在25岁及以下。

看法不一 年轻消费者接受度更高

今年19岁的彭同学直言，在
日常生活中， 以正价购买日期正
常的商品后， 也常常出现因忘记
食用或使用而导致其变成临期商
品的现象，“一般来说， 这种情况
下，肯定也舍不得扔掉，会选择赶
在过期前进行使用。” 基于此，他
认为，只要能够尽快使用，购买临
期的便宜商品并无太大问题。

早在2012年1月，原国家工
商总局就曾明确要求，各地工商
部门应严格监督食品经营者对
食品包装、标识、生产日期、保质
期和有关食品储存条件等进行
自查自纠，对即将到保质期的食
品在经营场所向消费者做出醒
目提示。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采访中

看到，多数商家在临期商品的价
格标签上，对于该商品作出“买
一送一” 或降价促销的原因，均
直接标明为“临近质保期”。

“根据商品的不同性质以及
临近质保期时间的长短，这一问
题需要区别对待。” 长沙市内一
超市业内人士提醒，如日化洗护
用品，如果临近质保期，多为影
响其产品功效，即清洁性能不如
从前，但并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
康， 而如果是现做糕点等食品，
原本质保期就短，如果过期则可
能变质，进而对消费者身体健康
造成影响，“对于临期商品的购
买和使用，消费者还需谨慎对待
和判断，尽量在质保期前使用或
食用完毕。”

便宜虽好 但购买仍需谨慎

8月25日，
在家乐福超市
芙蓉广场店收
银台附近，“买
一送一”的促销
货架相当醒目。
实习生 彭格欣
记者 朱蓉 摄

找资金，谈合作……这几天，
湖南日报社驻华南村扶贫工作队
队员们， 又在为建设村矿泉水厂
四处奔走。预计项目建成后，可为
村集体产业创收100万元以上。

华南村山高路遥，偏远贫瘠。
去年3月， 湖南日报社派出扶贫
工作队进驻华南村， 唤醒了沉睡
的侗寨。 充分走访调研后，《华南
村三年帮扶规划》形成，一幅“乡
风美起来、环境美起来、生活美起
来”的美好蓝图跃然而出。

蓝图成真靠实干。湖南日报社
党组书记、社长孔和平先后带领党
组成员多次深入华南村指导帮扶；
30多个党支部、101位帮扶责任人
迅速行动， 陆续共有600余人次来
到华南村扶贫帮困。

作为报社派出的脱贫攻坚
“尖兵”， 驻华南村扶贫工作队更

是排除一切困难，驻村扎下深根。
工作队队长戴勤的女儿去年3月
19日出生，可第二天就得正式进
村， 戴勤来不及多看几眼襁褓中
的女儿和陪伴产后虚弱的妻子，
毅然带领队员背上行囊匆匆踏上
征程。副队长袁礼成、队员潘高伟
当时都有家人因病住院手术，但
重任在肩， 他们同样义无反顾奔
赴扶贫一线。

下“绣花功”，啃“硬骨头”。进
村后，他们一门心思抓落实。勤耕
换来硕果香，一个个项目变成现实。
不到一年时间， 整合资金1000多万
元，新建改造公路10.8公里；建成文
化广场1个、亲水平台1座、风雨桥1
座、引水工程2处;兴建种养基地6个、
60KW光伏发电站1个;建设移动基
站2个，全村实现网络全覆盖。去年
底，华南村甩掉“贫困帽”。

天刚放亮， 华南村养殖脱
贫致富“明星”吴从海就来到自
家养鸡场为鸡喂食， 望着长势
喜人的跑山鸡， 他一脸灿烂。
“去年卖了2万羽， 今年估计能
翻番。”他说。

“要想真正脱贫致富，就得
兴产业拓财源。”戴勤说。

华南村的新晃黄牛肉、跑
山羊肉、 跑山鸡等特色农副产
品远近闻名。工作队因势利导，
扶持成立华南村真诚种养专业
合作社和怀化市华南画眉旅游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并大力帮
助姚沅桢、 吴从海等养殖能人
发展特色养殖， 带动村民兴产
业拓富路。 其中姚沅桢建起的
标准化黄牛养殖基地， 每年可
出栏地理标志产品新晃黄牛
150头，带动32户贫困户脱贫。

同时，通过实施产业奖补，
变“输血”为“造血”，鼓励村民
大力发展种养业增收。 现村里
已发展黄桃基地150亩，种植高
山绿色蔬菜200余亩，年养殖高
山土鸡15万羽以上。

旺产还得旺销。工作队利用
华南村“画眉鸟之乡”的优势，创
新探索出“节会+电商”模式，助
推山货“飞”出深山。去年全村销
售农特产品近百万元，319户村
民户均年增收3000余元。

帮扶有思路“绣”出美丽蓝图

致富有门路
山货“飞”出深山

一条5米宽的新改造水泥路蜿蜒伸展，把记者带进大山深处
的古老侗寨———新晃侗族自治县鱼市镇华南村。初秋时节，这里
鸡唱牛哞，硕果飘香，好一处安居乐业的福地。

华南村曾是省级深度贫困村。去年3月，湖南日报社扶贫工
作队进驻，理帮扶思路，拓致富门路，谋发展出路，带领该村干部
群众奋力脱贫攻坚。昔日穷乡僻壤，如今已蜕变成全省的“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村”。 ■记者 肖军 雷鸿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