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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考直通车，6小时安装一步到位”

由安徽格力公司策划举行的“格力专卖店520

生日惠”大型特惠活动正在进行。5月13日-27日，

所有格力空调专卖店，不仅全线特价，还有购柜机

送挂机（购50I酷送26凉之静）和众多特价小家电

等你来抢。如果您的身份证日期在5月1日-5月

31日之间，到格力专卖店购买空调，除了享受生日

惠特价，还可以额外加赠百元品牌蛋糕券一张。

每年的五六月份，总是

广大学子、家长们最紧张和

忙碌的时刻。天气渐热，家

长们都希望给孩子创造一个

清凉的学习环境，但是买空

调从选购、安装，再到调

试，总要花费不少时间，往

往不能解燃眉之急。日前，

从安徽格力方面传来了好消

息，由该公司全力策划的

“中高考直通车”爱心助学活

动已于近日正式启动。现在

起，只要您持相关证件 （学

生证、准考证），到格力专卖

店购机，即可享受“6小时安

装”的快捷服务（限市区）。

为迎接“六一儿童节”

到来，丰富节日活动内容，

同时也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

一个展现自我的空间，由安

徽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

司主办、安徽省书画协会协

办的“安徽省第八届‘格力

杯’少儿书画大赛”将于 5

月28日-6月 3日期间在全省

17 地市格力专卖店内同步举

行。此次活动主题为“喜迎

六一，我书我画”，鼓励参赛

者充分发挥想象，为节日增

添一份色彩。活动设省级一

二三等、市级一二等奖和参

与奖若干，并邀请省书画协

会会员、省内著名书法家、

画家担任评委，全省 5-12 岁

适龄少年儿童，即日起可前

往全省格力专卖店免费报名。

格力专卖店520生日惠，仅剩最后3天

安徽省第八届“格力杯”少儿书画大赛即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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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对上班族进行问卷调查：近7成上班族为午餐纠结

愁选择少、愁不卫生、愁没营养
“早不吃、午凑合、晚

吃撑”，有人用这样一句

话来概括城市上班族的

一日三餐。连日来，记者

兵分多路，走访合肥多个

写 字 楼 ，对 省 城 100 名

21～50 岁的上班族午餐

进行问卷调查。

本报《合肥上班族午

餐调查》显示：有 68%的

合肥上班族都在为吃一

顿午饭而发愁。

“女人的衣柜里总少一件衣

服，午饭找餐馆，也是同样的感觉，

工作5年，吃午餐就像‘打游击’。”

今年29岁的白领吴小姐在三孝口

CBD一家金融公司工作，由于单位

离家比较远，“中餐”问题就成了她

的一块心病。“一个人每天中午去

下馆子太不现实，而剩下的快餐、

小吃店我哪一家没吃个十遍八遍

的，就是没固定点。”

吴小姐告诉记者，中午在外就

餐主要就是图个方便，能吃饱肚子就

行，但有时候，就这样简单的要求也

要“折腾”半天才能达到。环境不好，

没空调，赶上学生放学，店里坐不下。

记者日前对省城100名上班

族问卷调查显示：有68%的合肥

上班族都在为吃午饭而发愁。

而对于为什么会发愁？24%的人

认为公司附近很难找到适合自

己吃午饭的地方；22%的人“ 愁”

就餐环境差；38%的上班族则表

示在外就餐菜品单一又不营

养。就如何解决午餐问题，12%

的人选择自带便当；80%的人表

示去单位食堂或叫外卖。

那么大部分选择“买饭吃”

的上班族，都认为自己的午餐方

式营养健康吗？数据显示，18%

的人认为，午餐凑合吃饱就行；

24%的人表示自己“无所谓，找到

什么吃什么。”有 48%的上班族

表示将营养要素列入第一考虑。

调查数据还显示，54%的上

班族外出就餐或叫外卖的午餐花

费要 10～15 元；24%的人花费在

8～10元；而14%的人表示午餐要

吃掉15～20元，费用超过20元之

上的占了8%。

调查中，记者发现，干净卫

生、有营养是上班族们最为关心

的，其次，午餐菜品的多样化和价

格也颇受关注。

另外，在“对午餐有什么好建

议”的回馈中，8%的人选择和同

事、朋友一起“拼餐”。认为可以

共享优惠，还能结交新朋友。

消费：超5成午餐要10元～15元

安徽省餐饮行业协会秘书

长佘林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

绍，虽然合肥市的快餐、小吃店

达到1000多家（不包括小型夫妻

店），但上档次、有品质的快餐店

并不多，70%的快餐、小吃店都

停留在“排档”层次，需要不断

“升级扩展”。采访中，佘林明还

向记者透露，为了扩大现有我省

品牌快餐、小吃店的影响力，带

动安徽快餐业整体发展，今年 5

月 26 日，安徽省餐饮行业协会

还将评出“安徽快餐、小吃名店

30强”。

专家：7成“排档”快餐店待升级

针对一些白领对午餐“得过

且过”的状况，记者随后采访了我

省著名医学保健专家戴光强。戴

教授表示，午餐一定不能凑合吃，

最健康的午餐应该是“1荤+1素+1

豆+1菇”的套餐，即一道荤菜，最

好是鱼肉；一道素菜，每天各种蔬

菜轮换；一道豆制品，最好是豆

腐；一道菇类菜，各种菌类均可。

戴光强另外提醒，午餐如果

长期吃不好则会出现疲劳、失眠、

食欲下降等系列“亚健康”症状。

提醒：上班族午餐不能“凑合”

故事：白领吴小姐的午餐“游击战”

调查：近7成“上班族”为午餐发愁

马鞍山南路一加油站“变脸”，业内称合肥民营的萎缩不到10家

民营加油站，为何“节节败退”？
这几天，细心的市民会发现，路过马鞍山南路与皖江路交口，曾经的那个加油站已“改头换面”，跟耀

眼的中石油、中石化不一样，加油站的姓名是“凯林公司”。不少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民营加油站因为低

价曾经在合肥风靡一时，但现在数量越来越萎缩，只剩不到10家。

在货源、市场等的夹击下，夹缝中的民营加油站如何生存？

这两天，有车一族路过马鞍

山南路与皖江路交口就会发现，

原来的那个加油站已经换了新

颜，在红彤彤的底板上写的是

“凯林公司”。

昨日，记者辗转联系到凯林

公司的朱经理。他告诉记者，凯

林公司指的是合肥凯林工贸有

限公司，经营马鞍山南路加油站

已经很多年，这一次只是换了个

外装饰，想吸引顾客。

因为靠近马鞍山路繁华区

域，来往车辆很多，朱经理告诉

记者，加油站的生意还算不错。

“但毕竟货源掌握在两大集团手

里，我们也只能赚点批发价和零

售价之间的差价，慢慢来做，主

要是走量”。

亮出自己的“招牌”，像凯林公司

这样的民营加油站在合肥已不太多。

曾经在合肥拥有3家中州加

油站的罗卫华现在的阵地只剩1

个。罗卫华告诉记者，对于民营加

油站而言，一方面受制于供应商，

一方面要靠低价赢得市场。“怎

么办呢？我们只能通过减少管理

费用，看，我们的装潢就没有两大

集团漂亮，另外，在用人成本上我

们也尽量节省”，罗卫华坦言自己

就是靠着这些秘诀走过来的。

采访中，有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民营加油站在合肥最高峰时

能达到好几十家，但现在只剩不

到 10 家。而据中国商业联合会

石油流通委员会会长赵友山介

绍，1998 年，全国有 3340 家民营

石油批发企业，民企占了成品油

零售市场份额的 85%；目前，民

营成品油批发企业剩下 600 余

家。中华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

会提供的数据也显示，在近两年

时间内，民营石油企业近50%破

产和间歇性停业。

一名民营油企老板告诉记

者，找油凭关系，卖油又看脸色，

“目前民营加油站势单力薄，大

多是分散式经营，难以在市场上

持续竞争。”

昨日，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民营

加油站的进货渠道相对多而灵

活，易产生价格优势，但同时也

对监管带来一定困扰，可能会在

油的质量上缺乏大品牌的保障，

这也是消费者对于民营加油站

的市场顾虑。而记者在随机采

访中也发现，接近 8 成的有车一

族们却表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

到民营加油站加油，在他们眼里

总是有点不太放心。

“节节败退”的背后

加油站“变脸”

夹缝中艰难生存

星级记者 宛月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