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给老爸过节要钱反挨顿打
直到孩子把礼物奉上，爸爸才知其孝心

本报阳谷6月20日讯（记者 张召
旭） 没说明理由，突然向爸爸索要代
为保管的1300元压岁钱，爸爸以为儿子
做错了事，没有给钱反而打了儿子两
巴掌。当爸爸收到礼物时，才知道儿子
要钱是给自己买父亲节礼物。

冯先生说，18日晚，11岁的儿子
辉辉（化名）向他索要自己代为保管
的1300元压岁钱，说是有用。“我以为
他要钱去买玩具或零食，当时没有答
应。后来一想，一个小孩子不可能拿

那么多钱买玩具。”冯先生说，他追问
了儿子很长时间，但辉辉始终没有说
要这么多钱去干什么。最后，他也没
有将钱给儿子。

19日早晨，辉辉又缠着爸爸要
钱，冯先生说可以给他10元钱作为零
花，要那么多不可能。辉辉说10元钱
根本不够，最起码得给500元。“你一
个小孩子，要那么多钱到底去干什
么？是不是自己弄坏了学校的东西不
敢说，还是要拿着钱出去乱花。”冯先

生冲儿子吼了几句，但儿子始终不说
要钱去干什么，只是说，那些钱本来
就是他的，他现在需要用钱就得给
他。冯先生一气之下拽过儿子打了两
巴掌。儿子从小很懂事，也从不乱花
钱，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一下子要那么
多钱。经过再三考虑，他出门前把辉
辉送到了他爷爷家，把500元钱给了
辉辉的爷爷。“我告诉他爷爷，如果辉
辉要用钱，就让他爷爷跟着去。”
“爸爸，我让爷爷带着我去给你

买了礼物，这些压岁钱也是你们给我
的，其实也不算是我的钱，等我长大
了，自己挣钱给你买礼物，祝你父亲
节快乐。”当天下午，冯先生去接儿子
回家时，辉辉把25元钱和一个钱包给
了自己，说这是用475元钱给他买的
钱包。听了辉辉的话，冯先生紧紧抱
住了儿子，责怪他不该瞒着自己，还
白挨了一顿打。一想到马上要过父亲
节，冯先生领着儿子也去给自己的父
亲买礼物了。

本报聊城 6月 2 0日
讯（记者 张召旭） 罐
装液化气价格在4月到
达顶峰后，开始回落，目
前，聊城城区液化气每公
斤下调了0 . 2元。
“4月底的时候是6 . 4

元/公斤，前一段时间降
了 2 毛钱，现在又降价
了。”益民胡同的郭女士
说，今天她去液化气站灌
气的时候发现，液化气价
格已经降到了6元/公斤。

聊城市孟达液化气
站工作人员介绍，液化气
价格刚刚降下来，最近国
际油价有所下降，液化气
的价格随国际油价而变
化，所以价格略微有所下
调。目前，液化气零售市
场已经进入销售旺季，近
期内液化气价格将会相
对稳定。

液化气

每公斤降两毛

急性肠道传染病高发期将到
市民需注意夏季饮食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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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6月 2 0日
讯（见习记者 王文彬）
随着温度的升高，各类

蚊香开始热销。20日，记
者走访市区多家超市发
现，蚊香的价格有了不同
程度的上涨。
“夏天蚊子多，虽然

蚊香涨价了，但也要买，
不用蚊香晚上睡不好
觉。”市民李女士在超市
购物时发现，大部分驱蚊
产品都换上了新的价格
标签。

记者在某超市的生
活用品区域了解到，各类
蚊香的价格呈上涨趋势。
几大品牌蚊香的价格每
盘上涨了四五毛钱，而蚊
香液的价格上涨最为明
显，每盒的价格在18元左
右，涨幅最大的已经涨到
了24 . 9元/盒。

销售人员说，蚊香的
价格是统一上调的，像
“雷达”“六神”这种知名
品牌的驱蚊产品涨幅较
大，其他品牌的价格也有
所上涨。

蚊香

价格涨了

本报聊城6月20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张芙蓉） 每
年的7、8月份为急性肠道传染病
高发期。市疾控中心发布警示，提
醒市民注意夏季饮食卫生。

“随着7月份临近，气温不
断升高，苍蝇、蚊子等病媒生物
活跃，食物容易被污染，这段时
期应提高肠道传染病的防范意

识。”市疾控中心疾病控制所所
长张世英说，每年的5—10月为
急性肠道传染病的流行季节，
7、8月则为高发期。肠道传染病
是一组经消化道传播的疾病，常
见的主要有伤寒、副伤寒、细菌
性痢疾、霍乱、甲型肝炎等，患
者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腹泻，
多伴有恶心、呕吐，呈现上吐下

泻的典型症状。
张世英介绍，预防肠道传染

病必须严把“病从口入”关，市民
应坚持不到卫生条件差的饮食店
吃东西，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同
时，讲究个人卫生，坚持做到饭前
便后洗手，喝开水，不乱倒垃圾，
搞好环境卫生，加强厕所及粪便
管理，消灭苍蝇孳生地等。

此外，疾控专家表示，发生腹
泻的患者最好不用抗生素治疗。
抗生素可以杀灭病原微生物，但
也会影响人体的正常菌群，急性
腹泻有可能因此转为慢性腹泻。
还有些腹泻是由病毒或寄生虫引
起的，抗生素对这些腹泻也毫无
效力。如果病情严重，患者要在医
生的指导下谨慎使用。

毕业临近，聊城大学大四学生摆摊销售自己的物品，使得校园内的“跳蚤市场”变得火
爆。但也有学生从批发市场批发一些小饰品等商品，利用校园内的旧货市场来“练摊”。

本报记者 李军 摄影报道
旧货市场上“练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