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次 运行区段 本站到开时刻 到本站日期 列车编组

L93 北京西-麻城 5：47 — 5：53 1 .26 — 2.2 麻城开机：RW 宿、
RW、YW7 代 YZ、
CA、YW6 代 YZ、

YZ3，1-18 辆L94 麻城-北京西
18：39 — 18：

46
1 .25 — 2.1

L163 北京-合肥 5：33 — 5：42 1 .26 — 2.2 京开机：YW 宿、
YZ8、CA、YZ7,1-

17L164 合肥-北京
23：50 — 23：

56
1 .26 — 2.2

1907 北京西-南昌 8：42 — 8：49 1 .26 — 2.1 京西开机：YW 宿、
YZ8、CA、YZ9，1

-19 辆1908 南昌-北京西
15：24 — 15：

30
1 .27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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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关注

小年到 未现客流高峰
学生客流已过，民工客流分散

本报聊城 1 月 25 日讯(记者 杨
淑君 凌文秀) 26 日是农历腊月二
十三，传统小年。25 日，火车站和汽车
总站都很冷清，忙着回家过小年的乘
客并不多，没有出现客流高峰。

25 日上午，记者在聊城汽车总站
候车厅内看到，去往聊城各县市方向
的检票口前，排队的旅客不多。售票窗
口前也没出现排长队的现象。候车厅
内等待乘车的大多数是打工回来的农
民工，学生模样的旅客很少。聊城汽车
总站副站长付春华介绍，25 日当天客
流发送量在 1 . 8 万左右，和平常的旅
客发送量基本持平，去往莘县、范县等
方向的旅客较多。

付春华介绍，25 日当天主要是返
程民工客流。付春华说，前一段时间，
大学生集中放假，节前学生客流已经
过去。近几天民工返乡客流不集中。

“所以小年前一天，没出现客流高峰。”

下午 1 时许，聊城火车站售票厅
内，四个开放的售票窗口前，排队购票
的旅客总计不超过 20 人，候车厅内的
大多数座位也是空的。聊城客运办副
主任王玉美介绍，25 日到站旅客在
7000 人左右，和前一段时间基本持
平，发送客流也没有平常多。

目前，火车站已经开始预售大年
初二的票，但购票旅客并不多。王玉美
说，去往成都、南通、合肥、南昌等
方向的列车车票仍然比较紧张。“主
要是因为乘坐这些车次的多是返乡农
民工，他们大多都到终点站下车。途
径聊城时，下车旅客较少。 ”

王玉美说，聊城是输出型城市，
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工、大学生和其他
打工人员返乡，但因为人流时间分布
上较为分散，所以不常出现客流高
峰。

目前，聊城火车站新增三对临客。

格新增临客开行方案

新增临客开行方案(制表：凌文秀 杨淑君)

猪肉六天涨了一块多
本报聊城 1 月 25 日讯(记者

凌文秀 杨淑君) 25 日，距农
历小年还有 1 天，很多年货价格
上涨。交运农贸大市场一家冷鲜
肉专卖店里，一斤猪肉 6 天涨了
1 块多。

交运农贸大市场一家冷鲜肉
专卖店店主说，“19 日，猪后腿肉
叫价才 11.8 元一斤，而且价格维
持了近一个月浮动不大。但 25
日，猪后腿肉价格涨到 12 .9 元一
斤。”记者调查发现，五花肉从
11 . 4 元一斤涨到 12 . 2 元一斤，
肋排从 16 .8 元一斤涨到 18.3 元
一斤。店主说，“25 日，价格都涨
了，基本上每斤都涨了几毛钱到
两元不等。”

店主分析，26 日就是农历小

年。“按照风俗，很
多市民家中会包水
饺，肉类需求上涨，
而且每年小年前后
肉价 都 会稍 有 上
涨。”

据了解，羊肉价格为 20 元一
斤，牛肉为 16 元一斤。与猪肉相
比，两种肉价近期价格稳定。

近期，涨声不断的鸡蛋价格
稍稍稳定。交运大市场一位鸡蛋
销售商说，“鸡蛋 4 . 8 元一斤，这
个价格已经稳定了四五天。”但这
位销售商透露，25 日，鸡蛋批发
价涨了 3 分钱，“怕 4.9 元一斤鸡
蛋卖不动，所以销售价没跟着
涨。”他表示，如果鸡蛋批发价上
涨，鸡蛋也有继续涨价的可能。

带鱼一天涨了一块多
本报聊城 1 月 25

日讯(记者 凌文秀
杨淑君) “昨天

还不是这个价呢，怎
么涨了这么多？”交

运大市场上，吴女士在购置年货，
可 24 日还是 14 元一斤的带鱼今天
就成 15 元了。

“大姐，要买趁早。今天 15
块钱一斤，明天没准就变了。”交
运大市场上，一位水产品销售商对
踌躇不定的吴女士说。这位销售商
介绍，年前很多水产品销售商都增
大了各种鱼、虾、螃蟹等畅销水产
品的上货量，但各类水产品的价格
反而呈上涨趋势。“ 24 日，不带
冰块的带鱼是 14 元一斤， 25 日就
涨到 15 元一斤。活鲤鱼也涨了几

毛钱， 5.5 元一斤。”
据了解，虾的价格在每斤 16

元到 20 元之间。卖水产品的刘女
士说，“最近半个月，虾的价格基
本没变，但这一周不带冰块的虾很
难进货。”刘女士透露，近一周带
冰块的虾与原来不带冰块的虾价格
相当，其实虾的价格也涨了。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水产品价
格上涨，但销量也一直在上涨。
“小年之后能迎来销售高峰。”刘
女士说，“小年一过，按照聊城老
风俗，家家户户都要炸鱼、炸藕
夹，对带鱼等水产品的需求量很
大。”她根据往年经验分析，春节
前很多年货都会涨价。但小年后水
产品价格还会不会上涨，刘女士也
说不准。

去年 60 多元一盆今年 90 元

杜鹃等花卉价格同比涨三成
本报聊城 1 月 25 日

讯(记者 李怀磊) 春节
临近，花卉市场逐渐升
温。 25 日，记者从水城
几处花卉市场了解到，与
去年同期相比，杜鹃、蝴
蝶兰等部分花卉的价格涨
了三成左右，但进入农历
腊月下旬，几处花卉销售
点每天的销量增了近一
倍。

25 日，花园路一家
花卉店里，水仙、吊兰、
龙铁、红星、桂兰、长寿
花、仙人掌等各类品种盆
装花卉琳琅满目。“花盆
直径 15 厘米左右的杜鹃
花，去年不到 70 元钱，

今年卖 90 元。”花店工
作人员介绍，去年春节前
15 元左右的桂兰今年涨
到 20 元左右。涨幅较小
的是蝴蝶兰和水仙，去年
单只蝴蝶兰卖 26 元左右
今年卖 30 元左右，普通
水仙单枝比去年贵一块钱
左右。另外，仙人掌、龙
铁、凤尾、红星、吊兰等
花卉的价格基本没大变
化。

记者在花园路、振兴
路的几处花卉市场了解
到，水城市场上的花卉大
都来自云南等南方省份，
受运输、人力成本上涨及
花卉产量减少等因素影

响，和去年春节前相比，
杜鹃、蝴蝶兰、长寿花、
桂兰等几种花卉价格涨幅
都在三成左右。

价位较高，买花的市
民不减反增。在花园路几
家花店，前来购花的市民
络绎不绝。花卉店工作人
员介绍，春节前 10 天是
市民购花的高峰期。“腊
月期间，每天的花卉销量
比平常多了近一倍，有市
民买花卉作为礼品，也有
市民买花装饰自己家。”

几位经销商分析，腊
月 26 日左右能达到花卉
销售高峰，预计部分花卉
价格还有小幅上涨。

挑“福”
春节临近，

众多代表喜庆吉
祥的民俗制品走
上年货市场。25
日，一位市民在
街头欣赏手工编
织 的 中 国 结 和

“福”字。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26 日是腊月二十
三，农历小年。

小年前，在外求学
的聊城学子已经陆续返
乡。这几天，聊城籍农民
工正陆续赶回家过年。

年货市场上，众多
年货开始涨价：猪肉六
天涨了一块多，鸡蛋也
可能再涨价，带鱼一天
就涨了一块多。但市民
过年备货的热情未受影
响。

作为礼品的花卉市
场也俏起来了，尽管部
分花卉价格比去年涨了
三成，可高价位没挡住
爱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