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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贾尚志）11月 5日 13时许，
一架波音 737客机从武宿国际机场出发飞往
莫斯科，标志着我市直飞俄罗斯旅游包机开始
运营。首个航班上座率 100%，近 200名游客搭
乘旅游包机，开始了俄罗斯之旅。

我市直飞莫斯科旅游包机由宝华国旅运
营，每周一班。具体航班时刻：太原到莫斯科，
每周日 13:05起飞，当地时间 19:10到达；莫斯
科到太原，每周六 20:20 起飞，周日 11:05 到
达。太原直飞莫斯科旅游包机开通后，我省游
客无需经过第三地，就可以直达俄罗斯，节约
了出行时间和成本。

俄罗斯是我国游客喜爱的出境游目的
地。9月 12日，文旅部公布经营中国公民组团
赴俄罗斯免签旅游业务的第一批旅行社名单，
我省 8家旅行社在列。随着我市直飞俄罗斯
旅游包机开通，游客前往俄罗斯旅游热情高
涨，纷纷咨询相关旅游产品。旅游业人士预
计，旅游包机开通后，预计年内新增游客 2000
人次，明年新增游客 15000人次。

顾客得实惠

“我之前买的这款益生菌一罐 138元，
现在商家已经提前促销了，一罐只花了 101
元，也没有什么让人头疼的套路，感觉这优
惠还比较实在。”昨天，刚刚在网上下单的
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她觉得今年“双 11”
购物季买东西好像“套路”少了，优惠多了。

“前几年‘双 11’我买衣服，本来只看上
一件，结果为了达到平台的优惠标准，瞎买
了好几件，后来发现自己其实不喜欢，费神
又费钱。今年你看，一件衣服也给打折，省
得我去凑单了。”市民张女士说道。

记者查询了解到，今年“双 11”，各平台
不约而同地喊出“最低价”目标，并且纷纷
删繁就简，简化优惠规则，以求能直接击中
消费者的心坎。还有一些平台通过特殊标

记标出优惠商品，打出“一口价”“特惠价”，
更方便消费者比价。相对于曾经堪比算奥
数题的“双 11”凑满减，今年消费者或可重
拾“简单的快乐”。

商家优惠多

记者发现，各大电商平台均摒弃“五花
八门”的招式，选择“返璞归真”，各种营销
方式均在简化。

如唯品会“双 11”大促活动一件商品即
可享受优惠。拼多多推出“百亿补贴”，并
首次上线“单件立减”玩法，在补贴的基础
上叠加价格直降，首批参加单件立减活动的
品牌商品超过 20000 款。京东将今年“双
11”活动的主题直接定为“真便宜”。不仅有
预售商品，更有“8亿全品类现货售卖”，再也

不用消费者在手机上设置闹钟提醒自己付
尾款。而天猫在跨店满 300元减 50元的基
础之上，还新增了单品价格直降 15%以上的

“官方立减”新规则和“天天低价”新活动。
这两年的社交新贵——抖音电商则推

出官方立减活动，单品价格直降 15%起，还
陆续发放亿级消费券。这些措施都旨在让
消费者不用适应复杂的跨店满减规则，就
能购买到低价好物。此外，为了让消费者
下单更加放心，众多电商平台还纷纷上线

“买贵就赔”等服务。

删繁就简好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双 11”也是观察
今年消费复苏和消费趋势的重要窗口。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显

示，当前线上零售渗透率持续提升，从疫情
前的 21.5%提升到 26.7%，人们网络购物的
消费习惯进一步扩大。在这样的形势下，
电商想要在“双 11”激烈竞争中分得一杯
羹，唯有“回归本心”，真诚给消费者让利，
为市场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产品、更好的
服务。从曾经的熬夜秒杀、定闹钟付尾款、
绞尽脑汁去凑单到如今可以“傻瓜式”下
单、“一件也打折”的简单优惠……想省钱
的消费者经历了不同的电商环境。电商平
台今年能删繁就简，直接拿出“低价”，会更
容易吸引消费者，有助于恢复消费信心。

对于低价策略，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这
种低价策略的确有吸引力。不过，低价虽
然可以吸引消费者来到平台，但最终决定
下单的，还是配套的服务和商品的品质。

记者 孙耀星

本报讯（记者 张勇）11月 3日，太
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今年第 10
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其中，
不合格样品有 14批次。

近期，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取餐饮食品、食
用农产品、茶叶及相关制品、炒货食品
及坚果制品、蛋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
调味品、豆制品、酒类、方便食品、蜂产
品、糕点、罐头、粮食加工品、肉制品、乳
制品、食糖、蔬菜制品、薯类和膨化食
品、水产制品、水果制品、速冻食品、特

殊膳食食品、饼干、饮料、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 26 大类食品 296 批次样品。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和判定：合
格样品 282批次、不合格样品 14批次。

在不合格样品中，晋源区鸿祥淼丰
湖六味豆花鱼店的集中消毒餐具，迎泽
区马路边边火锅铜锣湾店的盘子，山西
旌社区餐饮文化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优
山美郡分店的盘子被检测出阴离子合
成洗涤剂超标；杏花岭区老诚一锅胜利
街店的方碗被检测出大肠杆菌超标；杏
花岭区香语鲜小吃店的凉粉（自制）被

检测出铝的残留量超标；尖草坪区四兔
面皮店的面皮，被检测出苯甲酸及钠盐
超标；杏花岭区杨兆中菜店的青椒，杏
花岭区阿涛果蔬店的生姜被检测出噻
虫胺；万柏林区锦升豆腐坊的黄豆芽被
检测出亚硫酸盐超标；小店区晋昌顺粮
油调料店和清徐县林儿调味经销部经
销的白芷被检测出二氧化硫超标；清徐
县中天便利店的馒头，晋源区三小子面
皮兰亭店的黄面皮被检测出脱氢乙酸
及其钠盐超标；小店区冯伟峰食品店的
紫薯花生被检测出过氧化值超标。

本报讯（记者 于健）供暖季到来，
很多老人还习惯用电热毯取暖，有些老
人一用电热毯就是好几个小时。对此
专家建议，长时间使用电热毯不仅有安
全隐患，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11月 2日，家住我市平阳景苑的王
奶奶因连续使用电热毯，导致低温烫伤
住院治疗。原来，王奶奶年事已高，为
了取暖，一晚上都在使用电热毯。最近
发现自己身上有点痒有点红，症状加重

后，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王奶奶家人，
这是低温烫伤，需要住院治疗。

为此医生提醒，家里有老人的一定
要谨慎使用电热毯，谨防低温烫伤。日
常电热毯在使用或者保存时，应当注意
电热毯不能折叠，因为里面都是线路，
折起来的话可能会将里面的电线弄弯
弄断，造成漏电。使用电热毯时，不能
直接铺在与身体直接接触的那一层，而
是要在上面再垫一层薄褥子，或者是床

单，以免温度太高而造成烫伤。电热毯
最好不要持续使用高挡位，持续的高温
使用容易导致被褥引燃，发生危险。

电热毯通电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是
睡前通电加热，入睡时关掉电源。如果
电热毯表面、电源线、温控器及插头受
损或松脱，毯面焦黑，应立即停止使
用。在购买时需购买质量合格的电热
毯，确保其具有热断电保险、恒温功能
等安全措施，以防造成事故。

本报讯（记者 司勇）11月 5日消息，为进
一步强化旅游景区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广大
游客饮食安全，万柏林区市场监管局结合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卫生城市、文明城市、
旅游城市创建要求，组织开展旅游景区及周
边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检查中，执法人员督促各景区管理机构
（经营机构）要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景区管
理，严格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职责对景区内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规范管理，杜绝无证经
营行为。督促景区及周边各食品经营单位健
全食品安全责任体系，按照“两个责任”有关
要求，落实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他们重
点检查餐饮、超市、特产专卖店、住宿酒店等
企业，以地方特产、奶、蛋、肉、调味品、食用油
等为重点品种，全面排查来源去向，严查假冒
伪劣及三无食品等。以食品原料采购索证索
票、加工制作、分装包装、餐饮具清洗消毒等
为重点环节进行监督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和隐患，督促企业立即整改。目前，已
经排查企业 46家次。

同时，执法人员进一步加大制止餐饮浪
费宣传，引导督促食品经营单位积极主动落
实制止浪费各项措施，引导鼓励消费者参与
制止浪费各项体验及监督活动，倡导“文明从
餐桌开始”理念。

正值冬储菜
大量上市，不少
居 民 打 算 做 点
腌 菜 。 11 月 4
日，太白街社区
邻 里 服 务 驿 站
举 办 了 一 场 热
闹的“巧手腌冬
菜 ”活 动 。 洗
菜、切菜、杀水、
装罐……居民们
分 享 各 家 的 腌
制技巧，增进了
邻里情谊。
李涛 原钰 摄

消费升温明显 平台促销强劲
现货开卖、不用预售、不用凑单、一件就打折……一年一度的“双11”，这两天已经进入促销高峰。记者了解发现，随

着今年市民在消费领域热情的不断升温，商家抓住“双11”提高交易量的内驱力十分强劲。同时，和往年的拼单满减、满
额赠送等方式不同，今年“双11”多个电商平台基本都是直接拿出降价的优惠措施，用低价来吸引消费者。

我市直飞莫斯科
旅游包机开通

万柏林区检查
旅游景区食品安全

深秋气温走低 用电热毯要小心

这些食品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