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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卡实名制

管不住地摊卡

本报11月3日讯(见习记者

李婵娟) 手机实名制实施

后，但一些地摊仍然在销售不

记名的电话卡，导致用户更改

业务不便，有的市民为此苦恼

不堪。

11月1日，家住海滨小区的

小李更换工作后，在烟台大学

附近地摊上买了一张手机卡。3

日，小李携带身份证去营业厅

更改电话卡业务时却被告知，

身份证姓名与手机卡登记姓名

不符，不能办理。

“没有登记我的身份

证，买卡的可能随便给我填

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小李回

想后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9月1

日起，凡购买预付费手机卡的

用户，必须提供真实的身份证

件。但目前，这样的实名制规

定，却很难管住这样的“地摊销

售点”

通讯运营商表示，开户必

须凭有效身份证件，但“地摊”

电话卡销售人员总有自己的

开户方式，目前还没有政策针

对这一部分人员进行监管。

对于办理了“地摊”手机

卡的市民来说，当初办卡时是

销售者随便填写的信息，更改

业务时根本找不到“原卡主”。

近来，面对一路攀升的菜价，不少烟台市民开始捂紧口袋精打细算，在买菜方式上也发
生着变化。。记者3日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调查，发现市民有不少省钱大法。

图便宜不论远近

11月3日中午11点左右，记

者在红利市场见到了79岁的于

女士，老人自豪地向记者展示她

今天的“战利品”。

据于女士介绍，这里市场上

的菜相对较便宜，也正因此，她

步行了40分钟的路，专门从家

到这来买菜，“这里的蔬菜比我

家附近普遍能便宜几毛钱，肉

类最多每斤能便宜1块多，就算

专门坐公交车来买菜，也实
惠。”于女士说，她这样步行来

买菜，既能省钱，又锻炼了身

体，可谓一举两得。

超市“淘”菜赶两头

在大润发超市，一位正在

挑拣西红柿的大妈告诉记者，

如果想买便宜菜，应该清早或

晚上来超市，这个时候往往会

低价出售一些放不住的蔬菜，

仔细挑拣也能淘出好东西，“我

前几天早晨在振华购物中心就

淘到了一些萝卜，才 8毛钱一

斤，很实惠。”

家住南洪街附近的张大妈

告诉记者，她每天都会关注超

市的特价商品，一旦发现有合
适的立即出手，“前几天在超市
买了一袋特价大米，比平时买

省了10多块呢！”。

加入团购搞批发

一般而言，“团购”二字多

和旅游、建材、汽车等大宗商

品联系一块，但现在，“团购”

二字也慢慢渗入到蔬菜市场，

对此，租住在烟台大学附近的

小林身有体会，“团购蔬菜”使

他尝到不少甜头。

小林在莱山区一家装修
公司上班，他颇有成就地说：

“我们几个邻居商量好，一块

去买菜，人多了价钱自然好商

量，一点一滴省了不少钱，比

如西红柿市场价是 3元，我们

人多量大，商贩有时就能便宜
5毛。”

能储存的就囤货

调查中记者发现，尽管蔬

菜价格上扬，但大量买菜的市

民仍不在少数，出现了“囤货

族”。在北马路，记者看到一位

市民两手拎着四捆葱，大概有

50斤左右，据这位市民介绍，大

葱1元/斤，小葱0 . 6元/斤，多买

些放着慢慢吃，“大葱可以储

藏，多买些，免得以后再涨价。”

据了解，易于储存的大葱、

土豆、红薯等购买储存的意向

较大。

省钱支招
一：不赶早赶巧。避开早高

峰，改早上买菜为晚上买菜。

二：买前多比较。菜摊和超

市的价格往往不一致，建议都

逛逛，不少超市还常常推出特

价菜。

三：学会看天气。多看天气
预报，明天下雨，今天就多买

菜，不会错的。

四：“偷菜”成时尚。受到游

戏“种菜偷菜”的影响，在花盆

里种点葱蒜，省钱又省事。

五：去批发市场。如果你

有时间或地点的优势，不妨

多转转批发市场，相信肯定

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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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咸鱼喽
11月3日，在烟台市滨海路栈桥附近，市民李平秀正在晾晒咸鱼。据

了解，烟台市民有自制咸鱼的习惯，鲐鲅鱼经过家中晾晒和海水冲洗三遍

后，上锅蒸出的咸鱼是又香又鲜，比在市场上的好吃多了。

本报记者 王鸿光 赵金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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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菜赶两头，团购搞批发……

市市民民买买菜菜用用上上省省钱钱大大法法
本报记者 秦雪丽

一次买了四捆葱，也是省钱好办法。

秦雪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