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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UBU消费热降温：
警惕盗版，拒绝盲目跟风

□本报记者 张国欣 通讯员 高伟 张莉娜

在察右中旗土城子乡，豆谷酿造技艺作为当地重要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百年岁月沉淀，在豆谷酿醋厂的
不懈坚守与创新探索中，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
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独特文化纽带。

走进土城子乡豆谷酿醋厂，古朴的厂区内，整齐排列
的大缸在阳光下泛着微光，浓郁醇厚的醋香萦绕鼻尖，仿
佛诉说着百年酿造历史。酿醋的每一道工序，都始于对
原料的严格把控。匠人们精选当地颗粒饱满的高粱、黄
豆、小麦，这些吸收了察右中旗肥沃土壤养分、充足阳光
雨露的优质粮食，为香醋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蒸煮环节，蒸汽升腾间，粮食的香气被充分激发；发
酵过程中，大缸内微生物在适宜的环境下悄然“工作”；搅
拌时，匠人手持木耙，在缸中均匀搅动，让每一份原料充
分接触空气与微生物；而关键的淋醋工序，更是对匠人技
艺与耐心的考验。古法酿醋的精妙之处，在于匠人需凭
借丰富的经验，通过敏锐观察温度、湿度变化，精准判断
醋糟状态。而细微的气候条件，被匠人化作制醋的“密
码”，而这份无法用仪器精准复刻的技艺，正是非遗的珍
贵所在。

“我们家祖辈都在酿醋，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代
了。”非遗传承人段利芳抚摸着斑驳的醋缸，眼中满是深
情，“现在虽有更先进的酿醋设备和工艺，但我们始终坚
持用古法酿醋，就是为了保留这份最纯正、最地道的味
道。”在段利芳看来，古法酿醋早已超越技艺本身，成为家
族记忆与乡土文化的载体。每一滴醋里，都凝结着祖辈
的智慧，承载着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成立于2016年的豆谷酿造厂，占地5000多平方米，
年生产量达2000吨。在这里，一粒粮食要历经“蒸、酵、
熏、淋、陈”五道古法工序，经过漫长的传统固态发酵，方
能完成从普通粮食到醇香醋液的华丽蜕变。陈酿的过程
中，醋液在陶缸中静静沉淀，时间赋予其愈发醇厚的风
味。

村民王新建在醋坊工作多年，从最初为谋生计到如
今与酿醋手艺难舍难分，他见证着每一缸醋的诞生。“看
着一缸缸醋在我们手中诞生，心里满是成就感。”王新建
擦拭着额头的汗水，笑着说，“这一缸缸醋，都是我们亲手
做出来的，咱就盼着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能一直这么
红红火火地传下去，让更多人都尝尝咱土城子的好醋！”

然而，传统技艺的传承并非一帆风顺。面对工业化
生产的冲击、年轻一代对传统手艺兴趣不足等问题，豆谷
酿醋厂也在积极探索新路径。通过与当地学校合作开展
非遗课堂、参加各类文化展会推广，让更多人了解这项古
老技艺。同时，结合现代消费者需求，开发小瓶装、礼盒
装等新产品，让传统香醋走进更多家庭。

从一粒粮食到一瓶香醋，非遗传承人段利芳用双手
诠释着匠人精神，用坚持守护着非遗技艺。在传承人与
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土城子乡的古法酿醋技艺必将跨越
时代的长河，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让这份百
年醋香，继续在岁月中芬芳流转。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杜林檐）自2020年7
月上线，美团优选凭借“预购+自提”模式，
以高性价比的蔬果、日用品和便捷的次日提
货服务，快速融入众多家庭的日常生活，尤
其成为社区居民及下沉市场消费者的购物
选择。然而近期，乌兰察布市民打开美团优
选小程序时发现，商品页面消失，取而代之
的提示语“您所在的城市暂未开通自提点”，
宣告着该平台从乌兰察布市悄然退出。

7月1日，在集宁区新区一家超市内，市
民张女士看着手中刚购买的两根丝瓜，不禁
感叹价格变化。“以前在美团优选买两根丝
瓜只要3 块5，今天花了5 块多。”她翻出手
机里的订单记录，曾经15元两斤的阳光玫
瑰葡萄、不到5元的24枚鹌鹑蛋，如今都难
以再以这样的价格购得。张女士还担忧起
住在村里的母亲：“过去每周能在美团优选
帮老人订购蔬菜米面，直接送到村口小卖
部，现在只能周末专门跑几十公里送过去。”

曾在察右前旗黄茂营乡担任美团优选
团长的郝卫国介绍，此前村里半数以上村民
常通过该平台购买低价商品。如今平台撤
出，村民们只能前往几公里外的集市采购，
时间和精力成本明显增加。放暑假的大学
生刘洁说：“前几年美团优选进入农村后，生
活方便了许多。放假在家时，我常买糖果零
食、洗衣液、牙膏等，价格实惠，质量也不
错。虽然偶尔送货慢点，但确实便利。现在
想给农村长辈买东西，没那么方便了。”

不过，随着美团优选的退场，新的购物
方式和平台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多多
买菜、淘宝买菜依旧在正常运营，延续着社
区团购“预购+自提”的模式，以相对实惠的
价格供应各类生活物资，部分乌兰察布市民

已经开始尝试在这些平台下单。一些本地
化团购形式也悄然兴起，比如小区里热心居
民组织的微信群接龙团购，直接对接本地批
发市场，为小区居民提供新鲜蔬果和日用品
团购服务，虽然覆盖范围有限，但胜在灵活、
沟通方便，且能根据居民需求定制团购商
品。

美团自身也在业务调整后，将资源向即
时零售业务倾斜，“美团闪购”依托美团强大
的骑手配送网络，与众多线下商超、便利店
等合作，能实现30分钟左右送货上门，满足
消费者急需商品的需求。

除线上渠道外，线下活动也为市民提供
了新的购物选择。集宁区惠民园等农贸市
场一些商户会对蔬菜、水果、肉类等商品进
行集中打折促销，集宁区的大型商超也纷纷
开展会员专属优惠活动，通过积分兑换、满
减折扣、限时特价等方式，让利消费者。

记者走访发现，部分社区超市挂出“平价
蔬菜”标识，一些农村的小卖部也增加了三成
进货量，但商品价格仍不及美团优选时期的
团购价。一位便利店老板坦言：“零散进货成
本降不下来，老顾客总希望便宜些，可实在没
有降价空间。”以货架上的同款洗衣液为例，
售价较美团优选时期贵了2块5。

随着市场变化，新的购物模式正在不断
涌现。虽然对于习惯美团优选的市民而言，
想要重新找回曾经那种“花小钱办大事”的
极致性价比体验，或许还需时间去适应和筛
选新平台，但多样化的线上线下购物选择已
逐渐填补美团优选退场后的空缺，为市民的
生活提供新的便利。这段与美团优选相伴
的购物记忆，也将成为城乡消费变迁中的特
殊印记。

本报讯（记者 鲍娜）7月1日，为
期 62 天的铁路暑运正式拉开帷幕。
记者从集宁车站了解到，为应对暑期
客流高峰，车站围绕运输组织、安全
保障、服务优化等多方面提前部署，
通过增开列车、强化现场引导、推出
便民服务等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安
全、便捷出行。

清晨9点，集宁南站售票大厅已
人头攒动。自助售票机前，旅客们有
序排队购票、取票，屏幕前不时传来

“滴”的扫码声；人工售票窗口前，队
伍蜿蜒却秩序井然。68岁的张大爷
握着身份证，对着自助售票机犯难，
车站工作人员王浩见状立即上前：

“大爷，我帮您操作，您要去哪儿？”在
王浩的指导下，张大爷顺利取到车
票，笑着感慨：“有你们帮忙，真是方
便多了！”

候车大厅内，空调送出阵阵凉
风，旅客们或低头刷手机，或与同行
者轻声交谈。检票口上方的电子屏
实时更新车次信息，每当检票提示广
播响起，手持喇叭的工作人员便穿梭
在人群中，用清晰的提醒声引导旅
客：“乘坐Z338次列车的旅客，请前
往 3 号检票口排队！”队伍中的学生
小李正和同学讨论旅行计划：“暑假
和朋友约好去北京玩，没想到现在购

票、进站这么顺畅。”
在乌兰察布站，随着一声汽笛长

鸣，列车缓缓停靠站台。车门打开
后，下车旅客拖着行李箱有序走出车
厢，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早已等候在
安全线旁，一边引导旅客朝出站口方
向行走，一边反复提示：“请注意脚下
台阶，看好随身行李！”另一边，即将
上车的旅客们按照地标指示排成队
列，列车员手持检票终端，仔细核对
每一张车票：“请您拿好车票，注意脚
下安全。”

乌兰察布站站长牛艳丽介绍，今
年暑运客流呈现旅游流、学生流、探
亲流、商务流叠加的特点，其中发往
北京、大同的旅游客流尤为集中。为
满足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统筹安排
11 对直通临时旅客列车，线路覆盖
京哈、白阿等干线。其中有5对经停
集宁车站，包括清河（北京北）~包头
D4015/6次夜间动车组临客；呼和浩
特东~大同南 D4802/3、D4804/1 次
直通动车组临客；长春~呼和浩特
K4558/5、K4556/7 次，乌兰浩特（白
城）~呼和浩特东 K4686/3、K4684/5
次，海拉尔~呼和浩特东 K4966/3、
K4964/5次等普速临客。据预测，集
宁车站暑运期间预计发送旅客88.3
万人次，日均发送1.42万人次，单日

最高峰将达1.7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
增长约12%。

“暑运期间，集宁车站将动态监
测客流变化。”牛艳丽表示，集宁车
站将在高峰时段增派安检人员，通
过“分区候车”“分段放行”等措施疏
导聚集客流。针对学生群体，集宁
车站不仅开通购票预约通道，还运

用候补锁、区间限售等技术手段，保
障购票公平性；同时延续“爱心预
约”服务，为重点旅客提供进站、候
车、乘车“一站式”帮扶。此外，集宁
车站计划在候车区增设临时饮水
点、充电设施，并组织青年志愿者开
展出行咨询、行李搬运等服务，让旅
客的暑运旅途更舒心、更温暖。

□本报记者 张国欣 李梦娜

近 期 ，泡 泡 玛 特 旗 下 潮 玩 形 象
LABUBU在市场上掀起消费热潮，从手办
玩偶到各类周边产品都备受追捧。但记
者走访集宁市场发现，热销的 LABUBU
包挂、盲盒、玩偶等周边产品中，不少属
于未经授权的盗版商品，商家借 IP 热度
牟利的同时，也引发了知识产权保护与
消费安全的担忧，而其较高的消费门槛
与潜在风险，让部分消费者在选购时变
得更加谨慎，开始意识到避免盲目跟风
的重要性。

在集宁区友谊街一家潮流饰品店内，
货架最显眼位置摆满了印有LABUBU形
象的盲盒、零钱包和挂件。店主李先生坦
言：“看到网上 LABUBU 火了，就从批发
市场进了这批货，成本比正版低很多，卖
得特别好，尤其是小孩子和学生最喜欢。”
这些周边产品价格从5元到50元不等，钥
匙扣上的 LABUBU 图案印刷粗糙，部分
盲盒包装甚至没有生产厂家信息。而在
另一家文具店，整面墙都张贴着LABUBU
贴纸，有顾客选购时，店员直言：“这些贴
纸都是仿款，正版太贵了，这个性价比
高。”

面对五花八门的 LABUBU 周边，并
非所有孩子都盲目跟风购买。集宁区实
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小雨表示，自己虽然喜
欢LABUBU，但会仔细查看商品质量和价
格，“有些盗版贴纸特别便宜，但很容易掉
色，买了也是浪费钱，不如攒钱买正版。
而且大家都在买，不代表自己就一定要跟
风，要根据自己真正的需求来选。”她的同
学小轩也说，曾经用零花钱买过盗版盲
盒，结果里面的玩偶做工粗糙，还散发异

味，“现在买东西前，我都会先问家长意
见，确认不是盗版才会下手。身边很多同
学买东西就是看别人有什么就想买，其实
这样没必要，要有自己的判断。”

网络平台上的LABUBU周边更是五
花八门，除了常见的文具、衣服、冰箱贴，
还有商家售卖“LABUBU 定制帆布包”

“潮玩穿搭套装”等。市民闫女士向记者
展示了女儿网购的 LABUBU 娃娃衣服：

“这套小香风套装花了30元，拿到手才发
现布料特别粗糙，纽扣也掉了一颗，后来
才知道不是正版。”她还提到，直播间里
有些商家刻意模糊“正版”与“仿款”的界
限，用“同款设计”“高性价比”等话术吸
引消费者，自己曾因价格低廉购买过带
有 LABUBU 图案的手机壳，使用一周后
图案就开始掉色。“现在我会和女儿说，
不能看到别人买 LABUBU 周边，自己就
跟着买，一定要想清楚是不是真的需
要。”闫女士说。

正版LABUBU周边的价格也让不少
家庭感到压力。以一款普通的LABUBU
盲盒为例，售价通常在 59 元到 79 元，而
限量款或联名款价格更是高达数百元。
市民李清扬在北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购
买过正版 LABUBU 搪胶挂件，花费近两
百元，对比之下发现：“盗版产品的塑料
味特别重，孩子用着很不放心，但街边小
店和网上到处都是，很难分辨。正版虽
然品质有保障，可价格确实不便宜，孩子
想要集齐一整套周边，花费不小。所以
我一直和孩子强调，不要因为同学都有，
就非要跟风买，要理性消费。”家长张建
则表示，儿子曾用零花钱买过盗版盲盒，
拆开后发现玩偶有刺鼻气味，“后来才知
道这些盗版货可能用了劣质材料，不仅

侵犯版权，还存在安全隐患。现在每次
孩子想买 LABUBU 周边，我都会和他一
起分析性价比，避免冲动消费。告诉他
别人的选择不一定适合自己，盲目跟风
只会造成浪费。”

律师刘宜琳表示，未经授权生产销售
带有IP形象的商品已涉嫌侵权，消费者购
买盗版产品不仅可能面临质量风险，还间
接助长了侵权行为。泡泡玛特官方也曾
发布声明，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产品，并表示将联合执法部门打击盗版。
目前，集宁区市场监管部门已接到相关投

诉，正在对辖区内售卖疑似盗版LABUBU
周边的商家展开调查。

在 LABUBU 消费热潮中，商家追逐
商机无视知识产权、销售盗版商品的行
为既损害品牌方权益，也让消费者承担
安全风险。本报记者呼吁，家长应引导
孩子认识盗版产品的危害，树立正确消
费观；相关部门需加强市场监管，净化消
费环境，让潮玩经济在健康有序的轨道
上发展。同时，消费者自身也要保持理
性，不盲目跟风，避免陷入冲动消费的误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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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将玩偶摆在店铺显眼位置 本报记者 李梦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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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优选挥别乌兰察布
多元购物“接棒”便民生活

城事城事

暑运开启！集宁车站多举措护航旅客清凉出行

●●果蔬超市内售卖的各种蔬菜果蔬超市内售卖的各种蔬菜 实习记者实习记者 杜林檐杜林檐 摄摄

●
旅
客
出
站

本
报
记
者

鲍
娜

摄

●旅客排队检票 本报记者 鲍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