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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受热捧 节后成鸡肋

许许多多圣圣诞诞饰饰品品
被被扔扔进进垃垃圾圾箱箱
本报记者 柳斌

圣诞树、圣诞老人、圣诞挂件，圣诞彩灯……流光溢彩的圣诞装饰物，在超市、商场中
和家庭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气氛。然而，这些圣诞装饰品，因为时令性强、使用价值有限，节
后往往被当成垃圾处理掉。记者调查得知，除圣诞树、圣诞老人能被重复利用外，多数圣
诞铃铛、圣诞贴画等饰品被扔进了垃圾箱。

期末考试和研究生考试撞车

上百名学生摸黑排队占座

24日是平安夜，烟台中法友谊医院的青年志愿者装扮成圣诞老人走进

儿童病房，为住院的孩子们赠送了代表平安的“圣诞果”和小礼物。

本报记者 刘新 闫丽君 通讯员 叶杏 摄

儿童病房来了圣诞老人

26日上午，记者在市区各大

超市看到，昨天还气氛隆重、被圣
诞饰品布置的流光溢彩的场面已
经不再，圣诞树、圣诞老人、圣诞

饰品等都已经下架，取而代之的

是庆祝元旦的吉祥饰品。

圣诞饰品都哪里去了呢？在

大润发超市，一位李姓负责人告

诉记者，销售不完的圣诞饰品已
经储存到仓库，日后会退给厂

家，对于超市拆封用于展示或装
饰的圣诞饰品，会低价促销，不
过促销剩余和被消费者损坏的

饰品只能当成垃圾处理。

记者在多家商店了解到，每

年过完圣诞节，这些圣诞饰品的

处理都成了难题，扔了可惜，留着
占地方又容易积灰，因此，除了大

点的圣诞树会收进仓库外，其余

部分还是难逃被扔进垃圾箱的命

运。“主要是没有地方存，本来地

方就小，圣诞饰品只能当垃圾扔

了。”市区某超市的一家首饰店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亚细亚大酒店，总台工

作人员胡小康告诉记者，酒店

今年圣诞期间都会购买不少圣
诞饰品用于装饰，除了圣诞树、

圣诞老人等大件饰品保存下年

继续使用外，其他圣诞挂件、玩

具等小型装饰品都送给了客
人，剩余部分还有很多圣诞老

人贴画直接当垃圾处理。

在市区，一位环卫工人告

诉记者，每逢圣诞节过后，垃圾

桶里不乏商家、市民丢弃的小

型圣诞树、圣诞挂件、圣诞帽、

荧光棒等。

◎商家

留着占地方只能当垃圾

圣诞饰品虽然看上去漂亮，价

格也不便宜，但是并不受废品收购

站的欢迎。据了解，市场上圣诞树的

价格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大的

圣诞树高达几千元，每件小的圣诞

小铃铛、小饰品也是几元至几十元

不等。每年圣诞期间，很多商家花费

几百元至上千元购买圣诞树等饰

品，但是圣诞过后却无人收购。

据介绍，由于圣诞用品多采用

塑料、泡沫塑料、光纤等化学材料

制成，回收价值很小。在海港路附

近的一家废品回收站，当记者问及

是否回收圣诞饰品时，工作人员称

圣诞饰品中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很

少，不收购此类产品。

◎回收站

饰品材料

回收价值小

◎市民

建议用

环保材料
据了解，目前没有法规明确规

定，要求圣诞制品必须使用可降解

塑料。圣诞饰品采用的泡沫塑料和

光纤等化学材料被当成生活垃圾填

埋后，几十年也不可能降解，从而对

土壤和植物根系造成危害，一些圣

诞彩灯和荧光棒中还含有汞等有毒

物质，埋入地下会对水造成污染。

采访中，很多市民表示，圣诞

树和饰品这些东西不用的话没有

节日的气氛，但是如果像现在这

样，用过了就丢掉，也容易影响环

境，建议应该使用可降解的材料制

作，这样就不会造成污染，或者将

这些圣诞饰品进行统一回收和保

管，以便重复利用。

圣诞饰品摆满了商场(资料片) 本报记者 钟建军 摄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李婵

娟) 考研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大学

期末考试也慢慢临近，校园里备战

考试的学生多了起来，形成了备考
期末学生与考研生抢座的现象。在

烟台大学图书馆，有时候上百名学

生天不亮就去排队占座。

26日，记者在烟台大学第三教学楼

和第六教学楼大厅里看到，通知事项
的小黑板上写着“某某教室第几周有

课程设计，以上教室里的东西请在周

一7点30分以前带走，否则后果自负。”

“前几周的时候小黑板上写的

教室比这还多，后来又减掉一部

分。”人文学院正在准备考研的林凯

同学告诉记者，大约在两周之前，随

着学校考期的临近，学校里准备期

末课程设计的学生随之增加，学校

便将第三教学楼、第六教学楼的部

分原来考研生的自习教室改为课程

设计教室，有部分考研生不得不抱

着复习资料换教室。

烟台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刘笑(化

名)透漏，由于考期的开始，同学们学

习的热情大为高涨，而且很多教室白

天需要作为考场，所以座位紧张起来。

“每天6点多就有同学在图书馆

前排队占座。”林凯提起排队的场景

颇有感触。他说，周一到周五图书馆
7点开门，6点刚过就有同学抱着大

摞的复习资料在门前排队。“那时候

天还黑着呢，月亮还挺亮。”林凯告

诉记者，有一次他6点20分到达图书

馆门口时，队伍已经从图书馆排到

了湖畔，五六十米的距离差不多排

了100多人。后来看门的老大爷实在

看不下去了，6点半就打开图书馆大

门让同学们进去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