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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千公里，花钱买罪受？
一大学生骑行10天回德州老家

出游价格跳水
游客减少五成

本报 2月 6日讯 (记
者 马瑛 ) 6日，记者
在德城区部分旅行社了
解到，春节过后，不少旅
行路线价格大跳水，受
出行时间影响，游客数
量较春节档期减少三到
五成。

“春节假期去海南旅
游每人要6000多元，现在
双飞五日才2960元。”市
民王娜告诉记者，她本打
算利用春节假期去南方
游玩，不料当时旅行线路
报价很高，春节假期前三
天去海南的价格是每人
6000多元，后几天的报价
也均在4500元以上。“现
在价格倒是便宜了，但已
经开始上班，没有出行时
间了。”王娜说。

6日，记者了解到，
春节过后，不仅海南方
向 的 旅 行 路 线 价 格 跳

水，云南、九寨沟等地的
价格也有较大浮动。“现
在海南游的价格要比高
峰时期降了一半，云南
等线路报价也下调了千
元以上。”德州中铁旅行
社的樊经理告诉记者，
现在机票及旅游城市宾
馆住宿价格有所下降，
各旅游线路的报价也随
之下调。

虽然出行价格下调，
但受出行时间影响，游客
数量较春节档期减少了
三到五成。三八路一家旅
行社的导游米女士告诉
记者，目前游客以老人和
新婚人士为主。“受气温
因素影响，春节期间市民
多选择去南方旅游，因假
期已过，上班族和学生族
游客减少，出游的年轻人
也多是新婚蜜月旅行。”
米女士说。

出生于1989年的闫磊是一个有着
4年车龄的老骑友。在他看来，不论是
一个人出行还是几个人结伴，在路上
的自己是最真实的。闫磊说：“在旅行
中，我会想很多问题，做出很多决定，
也让我坚定地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

高中结束后的那个暑假，他骑行
了一千二百多里地。大一那年，他跟同
学骑车去了苏州，“骑行中会发生很多
事情，每一次骑行都会让我成长，多一

些感悟，变得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大二刚开学我就冒出了骑车回

家的想法。作为一名将来的海员，我要
切实感受一下从学校到家的距离，也
希望以后驰骋海上时能够一直感觉到
家的坐标。”

记者了解到，出发前半个月，他便
进行准备工作，也会冒出很多阻碍骑
行的想法，在不断的否定和肯定中，他
在期末考试结束后出发了。

闫磊说，在旅途中会遇到很多问
题，比如从泰安到济南的那段，本来应
该算是骑行中比较轻松的一段，因为
自己选了一条乡路，走到中途才发现，
路上要爬上787米的将军山，之后的盘
山路，也摸黑绕了两个多小时才到济
南仲宫。“有些事要实际探寻才能发现
彼此间的不同，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做
出选择。”交谈中的闫磊一脸的轻松，
可旅途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

家住德州的
闫磊是南通航运
学院的一名大二
学生，今年寒假，
当不少学生还在
为回家的车票犯
愁时，他独自骑行
9 9 3公里，历经 1 0
天，从学校骑行回
到德州。

□见习记者 王志冕

993公里，我要骑车回家过年

学生放假，少不了的是同学聚
会，互相走动走动。骑车出行成了
闫磊的首选。1月31日，记者和闫磊
约好一起去看看家在陵县边临镇的
同学。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我们骑
了将近一个小时，虽是冬天，可记

者在路上看到不少骑友。闫磊告诉
记者，现在选择骑车出行的人越来
越多了，骑着车子走街访友逐渐变
成了一种时尚，很多骑行协会的朋
友会利用过年过节骑车去济南、沧
州。

“骑行让我觉得自己融入了周
围的事物，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了自
己的存在。”闫磊说，“今年暑假，我
要去拉萨，骑行川藏线，用一路的风
景留住我奋斗的青春，去圣地感受
自己的内心。”

回来后，闫磊算了一笔账：坐火车
回家学生票只要 66 . 5 元，骑行十天的
花费是 562 元，多花了 500 多元。“身
边的很多朋友表示不理解，问我大冷
天，骑这么远为了什么，说实话，其实
我也不知道，想走就走了。我喜欢骑
行，也看了许多关于骑行的书籍，很佩

服别人一个人骑行天下的勇气，我期
待着在旅途中感受真正的自我。幸运
的是我爸我妈还是挺支持我的。”闫磊
说，看似在“花钱买罪受”，自己却在

“受罪”中学习到很多。
闫妈妈告诉记者：“我们挺支持他

骑车出游的，年轻人有爱好是好事，多

出去走走也有利于孩子开阔眼界。他
买车子用的是他在学校获得的奖学
金，我们也就在零零碎碎的地方给他
花点钱。”

“只要孩子想继续把车子骑下去，
那我们绝对支持他，需要钱跟他老爸
说就行。”闫爸爸笑着说。

假期看朋友，骑车出行是首选

“花钱买罪受”，爸妈是坚强后盾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马瑛 ) 春节假期已

过，人们的工作生活也已
经步入正轨。记者针对德
城区市民做了一项调查，
请市民晒春节账单。调查
发现，春节假期不过短短
一个多星期，但是接受调
查的市民春节花销均在
3000元以上。人们禁不住
感慨，春节明明就是“春
劫”。

调查中花销最少的
就属刚刚参加工作半年
的郑强，他告诉记者，由
于他刚参加工作半年，并
没有什么积蓄，家里也不
用他花钱，可是春节过
后，算下来还是花了3000

多元。郑强细细算了一笔
账，年前为家里添置了部
分年货，送父母和外婆的
新年礼物就花掉了一大
部分。“第一次带着工资
回家过年，总要表达一下
孝心，长辈们我都表示
了。”郑强说。

李倩参加工作已经
两年，还没有结婚，说起
晒账单，李倩连摇头，“不
敢算，也不敢想。反正是
花了很多钱。”李倩的哥
哥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作
为姑姑的李倩春节不仅
要打点父母一方，还要对
两个小侄女有所表示。李
倩说：“这些都是硬件，就
是不管你有没有钱，这些
都 是 必 须 要 花 钱 的 地
方。”李倩不仅为小侄女
购置了新衣服还每人发
了一个200元的红包。

由于此次调查针对
的是85后的年轻人，大家
凑在一起有感而发，现在
不是年轻一族而是“年
清”一族，过一次春节钱
包就清空了。参加调查的
市民杨先生说，春节打点
岳父岳母已经让他心力
交瘁，眼看情人节就要到
了，如何打点老婆让他头
疼，春节刚过，情人节又
是一场大劫。

德城区一项调查显示

过年人均花销3000元

闫磊骑行在路上。 见习记者 王志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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