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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民生

增加4站点，取消4站点

101路公交车本周改线
本报 1 1 月 2 日讯 (记者

李继远 通讯员 徐海

城 ) 2日，记者从德州市公
共汽车公司了解到，为优化
公交车运行线路，方便市民

出行，1 0 1路公交车线路将
在本周内进行调整，调整后
的线路将新增 4个站点，取
消4个站点。

据了解，1 0 1路公交车

将新增邮电宿舍、杏园路
口、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刘
集四个站点。同时，东七里
铺、凯元温泉度假村、开发
区管委会、皇明科技园四个

站点将被取消。

据德州市公交公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1 0 1路公交
车将在本周内调整，调整后
线路首末站、早晚发车时间

和班次间隔时间维持不变。

公交公司提醒乘坐101路公
交车的市民，及时了解线路
更改情况，以免影响正常出
行。

昔日遭遇车祸 如今宣讲安全

“残友之家”成员校园现身说法

本报11月2日讯(记者 王金强 通

讯员 马勤贤) 2日上午，还没到禹城

市一中放学的时间，十几名残疾爱心人

士便齐聚学校门口，早早地准备起安全

出行的传单和展板。他们是来自禹城市

“残友之家”的残疾人，他们中有些人曾

经遭遇车祸，如今现身说法，引导孩子

们提高安全意识。

王洪军，31岁，禹城市人。2000年8

月，21岁的他，随包工方到德州市德城

区黄河涯镇参加105省道边的电话线安

装工程。

当他爬上高空时，一辆货车疾驰过

来，被马路上的钢丝绳挂到，在一连撞

倒十根电线杆后，他和同伴坠落在地，

同伴死亡，他摔成了高位截瘫，胸部以
下不能动弹。

在接受了4年治疗后，他站了起来，

并自己开店养活自己，还添置了一辆残

疾人出租车。

“我不想别人重复我的悲剧，但悲

剧还是时时在身边发生。”王洪军告诉

记者，一个月前，他送客人回家的路

上，看到一个酒后骑摩托车的小伙子

撞上一辆车的尾部，当场死亡。“还有

几天，他就要做新郎了。”王洪军觉得

很惋惜。

10月10日，禹城市“残友之家”成

立，30多名残疾人聚集在一起，王洪军

便萌生了和大家一起做公益爱心宣传

的打算。他的想法得到禹城市交警大

队民警的支持，在大家的帮助下，他们

很快准备了宣传单和车祸展示板。

2日11点50分，陆续有学生走出大

门口。22岁的唐聪聪不太利索地走到学
校门口，给放学的学生递上宣传单。

“前段时间，听说德州一名14岁学
生逆行骑车，被轧死了。”说起这件事，

唐聪聪皱起眉头，一脸难过。

他告诉记者，2005年，他在济南打

工期间，骑自行车出门买东西时，被一
辆超车的公交车撞出，左腿撞在路边的

一棵树上，后来因粉碎性骨折而不得不

截肢。

“没想到跟我一样的遭遇现在还在

发生。”唐聪聪说，禹城市“残友之家”和

交警大队组织这次活动后，他让家人帮

忙料理手机维修店，自己走上街头，做

起了义务宣传。

面对触目惊心的车祸现场，禹城一

中的学生先是感到很震撼，在了解完残

疾爱心人士的遭遇和展板上的车祸事

故后，学生纷纷觉得安全出行、遵守规

则真的很重要。“谢谢叔叔们，谢谢你

们。”四名男生在看完宣传材料后，庆幸
地表示还好他们的家离学校不远，但安

全出行仍很重要。

购物转战网上，买菜专等下班

商家频促销催生

市民“购物经”
本报记者 张金东

“蒜你狠”、“豆你

玩”、“姜你军”，一个个充

满调侃味道的流行词，道

出了人们对物价的感慨

与无奈。近期，“油不得

你”、“苹什么”又开始流

行，而这些，都与普通消

费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面对压力，不少市民

开始精打细算，使出各种

招数应对。

“原来买东西从来不考虑太多，自从
有了孩子，家庭负担明显加重了，现在买
东西也学会斤斤计较了。”在天衢路一大
型超市，正在挑选纸巾的王女士告诉记
者，现在自己不上班，在家成了全职太太，

每天和油盐酱醋茶打交道。“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每天的开销真不是个小数
目。”王女士的丈夫一个人上班，经济负担
不轻，她坦言，自己必须精打细算过日子。

王女士向记者透露了自己的省钱妙
招：经常去逛一些大型超市。为了吸引顾
客，每个超市会不定期搞一些促销活动，

价格便宜，质量也不错，如果商品可以长

期保存，就多买一些存在家里。以纸巾为
例，王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盒纸巾，

正常时候卖6元，特价只需3 . 5元，一盒就
能省2 . 5元。“纸巾天天得用，一次买上10

盒，纸又不会变质，可以用很久。”王女士
对自己的省钱窍门颇为满意。

和王女士类似的人不在少数。在超
市，记者看到，特价商品区的人气最旺，有
些顾客进了超市直奔特价区，但这样的方
法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秒杀”特价商品必须有足够的空闲时
间，特价商品都有一定的期限，对于一些
工作繁忙的人来说很难做到。

“秒杀”特价商品

临近傍晚下班时间，许女士领着孙女
来到三八路便民市场，这时，一些商贩正
准备收摊。当被问到为什么这么晚才来买
菜时，许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家是低保户，

和老伴靠低保生活，晚上女儿女婿要回家
吃饭，自己买点菜准备一下，之所以这么
晚来买菜，是因为这时候的菜最便宜，“商
贩都忙着回家，没卖掉的菜会减价甩卖，

有些菜第二天就没法卖了。”

在东地中路便民服务站，记者与商贩
交谈得知，傍晚是一天中生意最好的时
候。一蔬菜摊老板告诉记者，现在有不少

市民专等快收摊的时候来买菜，蔬菜摆放
了一天，品相不好，色泽黯淡，摊主都急着
回家，只能贱价处理。不然，放一夜之后，

价格会更低，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在超市，也有不少“抄底”族，他们专
等超市晚上即将关门的时候大量采购。在
大学西路一家超市，正在选购水果的杜先
生说，水果除了不新鲜外，质量没啥问题，

价格却便宜很多。在生鲜区，有的顾客专
门挑刚咽气的鱼。营业员向记者解释，鱼
死了卖和活着卖，价格相差悬殊，但质量
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买菜巧打“时间差”

在市区一家事业单位上班的吕女士，

每天晚上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网上淘宝。

“在我的电脑里，收藏了很多购物网站，家
里很多用品都是从网上买的，像拖把、茶
具、床上用品等，价格便宜，质量也不错。”

吕女士透露，自己和男朋友刚买了房子，

每个月房贷1200元，养车每月1000元，再
加上日常开销，一个月下来，根本攒不下
钱，成了典型的“月光族”，经济压力不小，

过日子不得不精打细算。

据了解，现在有不少像吕女士一样的
年轻人，将购物的主战场转移到了网上，大
到家电、家具，小到话费充值卡、睫毛膏，凡
是能网购，绝不去实体店。东方花园的陈先
生刚刚在网上为自己的儿子购买了一套玩
具，“一模一样的玩具，商场卖280元，在网
上花120元就搞定。”谈到自己购买的玩具，

陈先生显得十分兴奋。他告诉记者，自己也
是普通上班族，现在吃穿住用行，样样涨
钱，而网上购物能省不少钱。

购物“转战”网络

10月31日，德城区步行街一家服装专卖店正在促销。

本报记者 苏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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