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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铁路春运预计发客 17 万人次
同比增长 9%，客流高峰集中在春节后

本报聊城 1 月 23 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王玉美 ) 记者
从聊城火车站获悉，预计今年春运
发送旅客 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9%，
客流高峰集中在春节后，今年聊车
站共增开 14 对临客应对客流高峰。

最近几天，记者在聊城汽车总
站和聊城火车站走访发现，汽车站
各售票窗口、候车厅内都挤满了赶
去坐车的旅客，甚至一度等候安检
的乘客都排到站前广场。而火车站
则显得相对冷清，售票厅内仅开的
两个窗口前，也没有多少人排队，
偌大的候车厅更是显得空旷。

聊城火车站工作人员介绍，预

计今年春运聊城火车站将发送旅
客 17 万人，比 2012 年春运的 15 .6
万人增长 9% ，日均发送旅客 4250
人。之所以增长，一方面是随着城
市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日益提高，往返于城市间的流动客
流 不 断 增 长 ，旅 客 出 行 量 日 益 增
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铁路售票
组织和售票方式不断优化完善，使
得票额的利用率提升，提高了整体
的运输能力。

此外，聊城火车站春运节前主
要是以到达客流为主，发送客流集
中在节后，且持续时间较长。节后
的客流高峰期预计将在 2 月 12 日

至 3 月 7 日，即农历的正月初三至
正月二十六日，客流以民工流、学
生流、探亲流为主。客流流向主要
集中在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太
原、福州、合肥、重庆、武昌、东北等
方向。

记者了解到，今年临客的开行
依然采用基本方案、预备方案、应
急方案三套梯次运力方案，分别用
于应对正常客流、高峰客流和突发
客流。目前，在聊城站办理客运业
务的临客有 14 对。主要集中在北
京、合肥、汉口、南昌、深圳、福州、
成都等客流量大的重点方向，开行
日期也大都集中在客流高峰期。

本报聊城 1 月 23 日讯 (记者
凌文秀 ) 春节将至，商家促销进入
高潮，市民购物、餐饮、旅游和家政
方面的需求也随之高涨，市消协提
醒消费者谨防消费陷阱。

消费者要冷静面对商家的促
销活动，注意少数商家“先升后降”
虚假打折、“买一送一”模糊赠售等
促销方式，以及促销活动中凑整赠
券、使用赠券不找零、限制消费额
度和使用范围等规定，不要盲目跟
风产生购物冲动，以免掉入循环消
费的陷阱。

春节临近，许多家政服务人员
纷纷返乡过节，家政服务公司往往

出现用工荒的现象，一些非正规的
家政服务人员便借此机会上门推
荐或在路边揽活，其服务质量无法
得到保证。消费者应选择正规的家
政公司。

选购烟花爆竹要查验产品标
识。近年来，因烟花爆竹产品质量
不合格及燃放不当等，造成人身伤
亡或财产损失的事件屡有发生，消
费者应到政府部门指定的销售点
购买。

假日期间，年夜饭、亲朋小聚，
更多的消费者选择外出就餐，食品
安全卫生要更加注意。娱乐场所因
人员较杂和设施不安全、服务措施

不 完 善 等 ，易 造 成 消 费 者 财 物 被
盗，人身受到伤害。消费者应选择
证照齐全、诚信度高及安全设施有
保障的经营场所。

白酒作为春节市场的主要消
费品，消费者在购买时，应先了解
高 档 名 酒 的 行 情 ，低 于 市 场 价 的
尽 量 不 要 购 买 。可 以 到 专 卖 店 和
信 誉 好 的 大 型 超 市 购 买 ，在 专 卖
店 要 查 看 厂 家 的 授 权 经 营 证 书 。
避免随意在街边小型烟酒店买高
档 酒 类 产 品 ，并 要 求 经 营 者 出 具
正 式 发 票 ，在 发 票 上 记 录 下 所 购
酒 类 的 批 号 或 编 号 ，以 便 日 后 维
权。

市消协提醒市民理性节日消费

小心商家“先升后降”虚假打折

本报聊城 1 月 23 日讯 (记者
凌文秀 ) 春节回家团圆是老习俗。
可记者调查发现，有很多市民患上

“恐归症”，越到这时心越慌。没对
象怕回家被催婚、担心回家过年花
费大、怕亲友应酬等等。

“一看到我妈来电我接电话的
手 都 发 颤 。”市 民 周 女 士 今 年 2 7
岁，单身，爸妈退休没事儿，整天为
她的婚事操心。周女士说：“平时工
作忙，可以选择周末休息不回家，
可大过年的肯定得往家奔啊！”但
让周女士非常头疼的就是爸妈对

她婚事的紧张，“我妈已经为这事
儿愁得吃不香睡不好了，想象到春
节假期天天被她念叨的场景，真想
这个假期取消得了。”

市民张先生也对春节回老家
有 点 恐 惧 。“ 回 老 家 要 看 一 些 长
辈，礼品都不能少。我和妻子两个
家族里的小辈儿也特别多，现在物
价上涨压岁钱也跟风，光给孩子压
岁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张先
生说，结婚之后这几年，每年春节
对他们的存款来说，都是一场“浩
劫”。

而家庭事业刚刚稍稍安定的
荣先生对春节回家有很多没必要
的亲友应酬，让他觉得很累。

记者调查发现，春节临近 ,人们
都沉浸在迎接新年和家人团聚的
欢乐氛围里。然而，工作不好、没对
象、也没钱，回家应酬多、压力大等
问题，却绊住了部分人回家过年的
脚步，衍生了很多春节“恐归族”。
但也有更多市民表示，春节回家不
仅是热闹，更是一种亲情回归。“即
使压力山大，也绊不住我们回家的
脚步。”

被催婚、开销大、怕应酬……

多种压力催生春节“恐归族”

1 月 23 日，春节临近，城区一家医院内，一位老退伍军人正在张贴各式剪纸，迎接即将到来的蛇年春节。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赵玉国 摄影报道

贴贴窗窗花花 迎迎新新春春

客客车车““体体检检””
22 日，聊交运集团公司对一千余辆客车进行全面检

修，排查安全隐患，确保春运期间旅客走得及时、安全。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于丽玲 摄

本报聊城 1 月 23 日讯
(记者 张召旭 杨淑君)

“急聘钟点工、洗碗工，待遇
从优”“聘临时服务员 5 名，
待遇面议”……随着春节临
近，一些餐饮行业的服务人
员要回老家过年，很多饭店
急招临时工救急。

23 日，记者走访发现，
城区很多饭店都打出了急
聘钟点工、洗碗工、传菜工
的招聘广告。振兴路一家酒
店大堂经理朱女士说：“我
们店里本来有 10 个专职服
务员，可现在有 4 个外地的
已经提前回家过年了，现在
人不够，只能一个服务员同

时服务多个包间。”朱经理
说，现在不仅服务员紧缺，
就连洗碗工也走了 2 个。

23 日，记者走访振兴
路、兴华路发现，不少饭店门
口都贴出了“本店急聘临时
服务员，待遇优厚”之类的广
告。一家火锅店老板说，他招
聘的广告都贴出去一周多
了，一直没人来应聘。

据了解，餐饮行业一
到年底经常出现用工荒现
象，一方面年底是餐饮业
的旺季，此外许多餐饮行
业从业人员要回老家过
年，因此，年底餐饮行业人
员显得特别紧张。

餐饮行业现用工荒

不少饭店开聘临时工

本报聊城 1 月 23 日讯
(记者 张召旭 杨淑君 )

23 日记者走访了解到，
在这个举家团圆的节日
里，有不少市民全家出动
上影楼，“全家福”一时预
约走热。一些影楼也不失
时机地推出了各种套餐，
生意相当红火。

23 日，在花园路一家
影楼，记者看到来预约拍
摄全家福的市民不少。前
来预约拍照的王女士说，
儿子和女儿都结婚了，也
都刚刚有了孩子，今年春
节儿子和女儿全家人回聊
城过年，他们全家打算拍
摄一组全家福照片。

“春节是全家团圆的
日子，我们已约定去照相
馆拍张全家福。”23 日上
午，家住馨苑小区的朱老
太太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与
朱老太太抱同样想法的大
有人在，他们虽出于不同
的理由，但均表示想趁春
节这个团圆的日子，正式
拍张全家福。“子女都在外
地工作，平时忙工作，回来
一趟不容易，当然要好好
利用这次机会，正儿八经
地去拍张全家福。”家住老
城区的付老爷子说。

城区一家影楼经理王
女士介绍，春节向来都是
拍摄全家福照片最热的时
候，平时总也凑不全的家
庭成员就想着趁着假期拍
一组全家福照片。“现在已
经有 9 家人预约春节前后
来拍全家福照片。虽然一
般不如婚纱套系那样花
哨，但我们也针对全家福
推出了 10 种不同的风格以
供消费者遴选。”

不少市民趁节日拍家庭合影

城区影楼热推“全家福”

临近寒假不少市民给孩子买书看

图书销量涨了不少
本报聊城 1 月 23 日讯

(记者 凌文秀 ) 寒假临
近，书市渐火。23 日，聊城图
书城里市民比往常稍多。

23 日上午，聊城图书
城的一个教辅、学生用书书
店里，一位母亲正帮孩子选
购寒假读物。“马上放寒假
了，来帮孩子看看有什么好
书适合寒假看。孩子上三年
级，今天先买些老师和网上
推荐的阅读书目。”

也有很多大学生过年
几乎不休假。“考研、考公、
考编等等，大四了，找工作
的时候，这个寒假准备看
省考的书。”在一个以工具
书和职业考试书籍为主的
书店里，几名大学生在选

购书籍。一个穿橘红色羽
绒服的女大学生说，她们
宿舍的另外四位同学一起
来逛街，顺便买一些各类
考试用的书籍。

图书城一家书店的营
业员介绍，这几天，图书销
量呈上升趋势。“快放假
了，很多家长来帮孩子选
书，也有些面临毕业的大
学生，还有部分回家过年
的中青年人选购些儿童书
籍回老家送孩子。”她说，
中小学生多买教辅书和中
外名著，大学毕业生主要
购买公务员书籍和各类职
业考试书籍，而部分白领
则喜欢买一些修身养性或
娱乐身心的一些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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