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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沂蒙·民生

导购月薪 2400 元 保安月薪 1800 元

服务业涨了工资也难招人
本报 10 月 28 日讯 (记者

田慧)导购月薪 2400 元，保安
月薪 1800 元，餐馆服务生包吃

住底薪也要 1100 元，这样的工

资超过不少普通白领的工资

了。记者了解到，近来不少服

务行业的普通工工资虽有所上

涨，但招人挺难。

最近家住市区一小区的职员

小娄有点郁闷，小区在招聘保安，

月薪 1600-2000元，比她当职员的

工资还要高。“现在小区保安不能

说肯定能拿 2000 块钱，也得根据

个人素质决定工资。普通一点的，

要 1200-1400元一个月；素质高一

些的，要 1600-1800元一个月。”负

责小娄小区物业服务的赵先生介

绍，广告打了两个月还没招到合适

的人。

不只是保安，记者发现不少

行业的普通打工者工资似乎都

涨了。28 日，沂蒙路一家国产品

牌的男装专卖店在招聘导购，开

出的月薪是 2400 元。而在解放

路一家面馆里的女服务员表示，

她现在包午餐晚餐加住宿外，每

月工资底薪 1100 元加奖金。

不过记者也发现，虽说这些

工作工资看起来不低，但是劳动

强度很大。保安需要日夜值班，

而面馆里的服务员表示，每天工

作超过 10 个小时。

记者咨询了临沂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科，工作人

员表示，这些行业的工资在不违
反国家政策的条件下，由市场劳

资双方来决定。同时工作人员表

示，临沂市区最低工资从今年 5

月起，已经从原来的每月 620 元

提高到每月的 760 元。

种花扫地掏井

难见青壮年

老人“承包”城市美化该改改了

本报 10 月 28 日讯

(记者 田慧)路边种花的，

是“老太太”，在绞拉窨井

的，是“老先生”。记者在不
少市区路段上看到，这些城

市绿化美化的工作，几乎都

由老人承担。

28 日下午，记者在沂
州路中段看到，两位头发已
经花白的工人在绞拉窨井，

另一位工人在窨井旁边放

警示标。工人表示，他们几

个人五十岁出头了，疏通下
水道，每天能赚三十来块

钱，他们一共有十几个工

友，几乎全是他们这个年龄

段的。“年轻人怕脏，工资也
低，只有我们这些人愿意干

这个活儿。”

不仅如此，记者看到老

人旁边打扫路面的环卫工，

以及部分路段上栽花的工

人，也多是“大妈级”人物。

一位在金源路打扫的环卫

工人表示，年龄大了，又没

有技能，所以只能做点打扫

的工作。

排水部门工作人员表

示，如果是涉及到工程施工

等比较累或者专业性比较

强的活儿，工人的年纪会轻

一些，像疏通窨井挖淤泥这
样劳动强度和危险性相对

较小的工作，多是年纪大些

的人来承担。“主要是年轻

人怕脏好面子，就算是工资

高，对这样的工作也有抵

触。”

换新颜

28 日，在人民公园东侧，工作人员正在粉刷公厕墙壁。据了解，管理部门正在

针对公园景区的公厕及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完善及更换，施工后，公共服务设施能更好

地为市民服务。

记者 徐升 海蒙 摄

本报 10 月 28 日讯 (记

者 孟君)近日，糖类制品、食
用油等相继提价，越来越多生

活必需品涨价的消息也随之

而来，面对这样一个“涨价时
代”，精明的市民们纷纷出招

应对，所谓的“囤货一族”应运

而生。

28 日上午，在市区解放路

的一家购物超市，记者看到，食
用油货架上某品牌 5升桶装的

花生油已经写着暂时缺货，而

一旁另一品牌的桶装花生油也
仅剩三桶。据销售人员介绍，这

两天食用油价格上涨，平均一
斤就涨了 1.5元，原价 85元左

右的桶装油，一下子就涨到了

近 100 元。而货架上暂时缺货

的花生油则是八月十五前的库

存货，由于暂未调价，所以很快

就被市民抢购一空，有些一买

就是两三桶，还有一个单位一
下子订购了 40多桶，打算留着

过年发福利用。

记者又来到了市人民广

场附近的一家超市，食用油货

架旁，同样有很多市民忙着选

购促销和未提价的食用油。一

位四五十岁的市民一边把四

桶促销的花生油放进购物车，

一边告诉记者，现在的物价上

涨太快，趁着便宜的时候多买

点，可以省下很多钱。

在洗化用品区，记者看到，

某厂家推出的香皂买三送二同

样吸引了经过的市民，五分钟

内，近十位市民购买，其中几位

一买就是十块。而生活用纸的

促销货架旁，一对夫妻正在对

比着卫生纸的价格。“原价 23

元多，现在才 17 元，买两包放

家里吧，”赵先生说，现在他们

对于这些生活用品，随时看到

促销随时买，家里没用完可以

先囤着，反正放不坏。

然而，针对“囤货一族”，市
民们的看法也是褒贬不一。采
访中，一些市民并不赞同，“像
食用油、白糖这些产品都有保

质期，不仅不好保存，价格也很

可能波动。”市民张女士说。但

也有市民表示，适当囤一些日

常生活品是可以的。“趁着便宜

囤一些既可以省钱，而且很多

生活必需品的保质期长，过日

子就该精打细算。

库存食用油刚上架就被抢购一空

商品涨价催生“囤货一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