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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锐观察

两个西红柿2 . 9元，西葫芦2元钱
买了一根，卷心菜2 . 6元买了一个最
小的，还有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青萝
卜，4元钱买了4斤。这是今年67岁、在
青岛市市北区浮山后六小区生活的
路佩岩女士本周三去农贸市场的全
部收获，一共花了13元，够她和儿子
吃两三天的。

花同样的钱，今年却买不了去年
那么多菜了。在路老师常去的青岛埠
西农贸市场中，6元一斤的富士苹果、
8元一斤的山药、5元一斤的西兰花、4
元一斤的橘子，抑制了市民的购买热
情。路老师退休金一千多元，苹果不
买、蒜薹不买、韭菜不买，橘子涨价了
也不买了……拣便宜拣到最后，她发
现，逛了一圈菜市场，自己没买几样
菜。

上超市买菜挑晚上打折时买，什
么菜便宜就多买什么备着。临近六小
区的公园里，路老师每天都和几位
“菜友”及时交换菜市场“情报”。为了
不做“菜奴”，她最近还晒起了萝卜
干。

“CPI上涨4 . 4%，统计局不会是
在造假吧？”

“海囤族”不相信CPI

从最初“豆你玩”、“蒜你狠”，到
最近的“苹什么”、“糖高宗”，路老师
说，今年个别大宗农产品涨价，自己
总还能躲得过去。但从9月、10月开
始，一个个生活必需品接连涨价，她
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囤货。

路老师不知道，像她这样的人，
在网上还有个时髦的绰号———“海囤
族”。“10月份时我买了几斤冰糖，4元
一斤，现在超市卖到9元了。还有花生
油，5L的长生特级花生油10月份卖
85元一桶，现在已经卖到97元了。”路
老师谈到这些“成功的预判”十分高
兴。她说，楼上楼下的几户邻居家中
都备着三四桶花生油，几大包卫生
纸，还有面粉、大米，加起来能省一百
多元，用到明年夏天不成问题。

路老师的朋友、从吉林来青岛给
女儿看孩子的刘女士说，前几天她坐
超市班车逛了周边家乐福、大润发等
几个大超市，发现当天家乐福的鸡蛋
每斤4 . 1元，比其他超市便宜一到一

块五毛钱，她立刻招呼了几个老姐妹
一块去买。

11月17日，青岛一家媒体发了一
篇《青岛蔬菜价格大幅上涨 肉菜价
同比上涨近50%》的消息，这让路老
师和几个老姐妹颇为认同。

就在这些数据接连公布的前几
天，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10月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
4 . 4%，年内首次突破4%，创25个月新
高。其中，与百姓密切相关的菜价更
是上涨了31%。而年内CPI涨幅则有
可能突破3%，接近通胀的水平。

通胀？对于这个经济学术语，路
老师并不完全理解。而对这种因物价
上涨而节衣缩食的生活，她有一肚子
话想说，“上涨4 . 4%是涨多少？有那
么低吗？统计局不会是在造假吧？”

当月，青岛市公布的CPI是同比
涨幅3 . 6%。

“张村一个张千万，还有九个穷
光蛋，平均都成了张百万”

“苹什么”被9000条曲线淹没

11月15日，在国家统计局青岛调
查队消费价格处调查处长于青的电
脑屏幕上，近期代表全市上涨商品的
红色占据屏幕的一大半，而代表降价
商品的淡蓝色则不多，但总体CPI涨
幅确实是3 . 6%。

于青觉得，如果公布这个数字，
他和同事们又要挨骂。“我们每次公
布出去房价和物价指数，网上都骂声
一片啊，还有写信来骂我们的，骂得
很难听，说我们篡改数据，大家就是
不理解啊。”

每月逢5逢10，是国家统计局青岛
调查队例行统计的日子。15日这天，于
青和50多名统计调查员奔走在青岛全
市140多处调查点采集几百个物价信
息。11点57分，在大润发超市的水果柜
台，负责这个超市的统计员矫女士拿出
上网手机，登录CPI手持数据采集系
统，记录下富士苹果当时的售价。
“在这个数据上，采集时间、定

位，国家统计局都能实时监测，如果
我填错了，那就麻烦了，需要向上级
申请，说明理由才能修改错误数据。”
矫女士一边看着价格牌，同时还问销
售员这个价格是否促销价。她说，为

了保证数据准确，采集信息要定点、
定时、定人。否则，定位系统会发现
的。

当天中午，路老师去了大润发超
市买冬枣，顺便看了一眼苹果价格，
“4 . 65元，太贵了还不好。”

“同品质的富士苹果，确实比去
年同期的价格要高很多。”在这点上，
统计员矫女士和路老师的感受是一
样的。

路女士买完东西回家。此时，另
一个统计员却在一家电卖场了解42
英寸液晶电视的实际交易价格。

于青说，两年前他家买的42英寸
电视价格将近一万，现在只要4000多
元。从今年的价格趋势看，这个规格
的液晶电视是呈降价趋势的。

苹果和许多水果蔬菜涨价了，但
电视、洗衣机、空调却降价了。到了下
班时，于青电脑上显示的各类商品统
计数字已经有了一千多笔。“市场上
商品有几十万种，很难一下全统计出
来，我们就把它们分成食品、烟酒及
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等八大类，262
个基本分类，650多种具体商品，我们
再在全市选择100多个采集点。”于青
一口气说出了一连串数字。他说，因
为不同商品市民使用频率不同，对商
品价格的采集次数，如猪肉、鲜菜、鲜
果、水产品等鲜活食品，每月采集6次
价格，电视、衣着类每月两三次，还有
水价、油价，每月一两次，每月采集的
价格资料达9000余笔，再基于此绘制
出当月青岛市的CPI。

苹果涨价了，蔬菜涨了，路老师
感受深切。但在于青电脑中储存的
9000多笔数据中，苹果每斤涨两三块
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这就是CPI涨幅4 . 4%的原因

吗？”路老师不解。
“青岛市9月份食品类同比上涨

32%，10月份同比上涨50%，是不是这么
描述CPI，百姓就理解了？”于青说，看似
温和的CPI涨幅实际潜藏着许多剧烈
的物价曲线。为准确反映这些物价曲
线，他们还对不同商品做了权重。
“比如食品类权重就占到CPI的

32%，鲜菜又占到食品类的10%以上，
所以鲜菜就占到CPI权重的3%。鲜菜
涨50%，CPI就涨了1 . 5%，所以蔬菜
价格上涨这个反映还是很直接的。”
于青说。

但是整个CPI最终的变化，却不
仅是鲜菜价格一个向上的数据在拉
动，彩电、汽车甚至包括酱油这些商
品的曲线是向下的。于青给记者举例
说，一辆轿车去年售价16 . 58万元，结
果今年车展时卖到14万多元，车主一
下就省下了2多万元，这个降价是一
个买车人感受到的，但同时，成百上
千的百姓感受到的，是菜价的上涨。
从CPI数据上讲，一个人这一天买车
省下几万元，可抵扣成百上千的市民
当天多支出的菜价。虽然汽车的权重
是CPI的1%，低于鲜菜权重，但这种
数字与百姓感受的偏差确实存在。
“张村一个张千万，还有九个穷

光蛋，平均都成了张百万”，于青说，
虽然经过科学规避，但是在9000多种
商品的物价涨跌曲线中，涨价的曲线
还是一点点被抹平。

“从0 . 1到1的涨幅，我们就给低
保户补助10元，超过1是20元”

LCPI，与低保户挂钩

CPI到底是什么？于青说，根据定
义，它可以观察居民生活消费品及服
务项目价格变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为政府研究和制定居民消费价格政
策、工资政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根据多年来的经验，于青说，除了
部分商品价格变动与价格总水平变动
之间的影响会左右CPI反映切实的食
品价格涨幅外，商品的“翘尾”效应、新
涨价因素以及人们认识和感受的差
别，都可能对CPI数据的理解产生偏
差。“比如猪肉去年每斤只有5 . 6元钱，
现在上涨到10元了，这就是‘翘尾’效
应，这种上涨和通胀无关。”

但路老师很想知道，现在因为上
涨的物价，她每月多花了多少钱，统
计局的CPI数据中，到底有没有这项
统计。采访中，记者并没有得到这个
数字，但于青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猪肉的涨跌对居民的影响，还
有就是物价上涨与低收入群体的联
动机制。
“猪肉是日常消费必需品，如果

猪肉每公斤上涨2元钱，人均一年就
要多开支73 . 32元。”于青说，今年猪
肉已经累计上涨了10%左右，五花肉
达到了每公斤18元左右，一家三口每

年增加的支出一算便知。
近日，国家统计局针对低收入群

体做了调研。而平时统计部门除了发
布CPI数据外，还有一个LCPI数据，
即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状况统计，青
岛选择了 100户低保户作为受访群
体。于青介绍说，10月份青岛市低收
入群体的CPI数据达到了7 . 2%以上，
是全民CPI的两倍。“这个指数非常明
确，通胀对这个群体的影响一览无
余。”

他说，正常的CPI是综合高、中、
低三个阶层群体的综合指数，一些高
档日用品也统计在内。但对于LCPI，
统计部门舍去了一些大宗消费品，仅
仅保留了比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和
食品，而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实际消费
价格上涨对中低收入家庭带来的影
响。“根据我们测算，低保户现在每个
月要多支出30多元，原来100元的消
费现在要多花七八元钱。”

而青岛市社科院一位研究员认
为，根据这个标准推算，物价上涨对
普通居民消费的影响以100元计算，
现在应该多花20元以上。

从2008年以来，青岛市LCPI与
低保户挂钩的联动机制已经累计发
放1300多万元。“LCPI从0 . 1到1的涨
幅，我们就给低保户补助10元，超过1
是20元，以此类推，如果青岛市平均
的LCPI达到6%以上，每个人就能拿
到60元，这个钱就能抵扣通胀带来的
损失了。”于青说。

对此，青岛市北区一名低保户
说，由于青岛的统计数字是一个季度
一发布，实际上他们等待联动补贴发
放的时间往往要延迟一两个月。

最近几个月，路老师开始关注经
济新闻，希望能找到一些她期待的答
案。而她最熟悉的央视主持人不再是
董卿、毕福剑，而是央视经济频道的
芮成钢。她崇拜的明星也不再是小沈
阳，而是吴敬琏，“因为他们分析的事
情在理儿，而且替咱们百姓说话呀。”

于青最近接到了国务院有关进行
物价上涨调研的约稿。于青告诉记者，
统计部门将逐渐对CPI指数细化和公
开，让老百姓知道更多价格指数的情
况和详细分析。未来也不再笼统计算
综合CPI，而是对社会分阶层，详细计
算每次物价上涨对各个阶层市民的影
响，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

一个家庭主妇的
20 年流水账
本报记者 廖雯颖

结婚 2 9年，作为
家庭主妇，临沂市的刘
芸（化名）记了27年的
账。

1983 年最开始记
的只是人情往来，从
2000 年起，刘芸开始
把每天买米买菜、交水
电费等各项家庭日常
开支都记下来，这也成
了做过会计的她的习
惯。十年的柴米油盐，
如今已写满了 3个笔
记本。

53 岁的刘芸如今
内退在家，一个月退休
金 1 0 8 7元。要是光靠
这点收入在临沂市过
日子，菜钱勉强够一
半。家里的经济支柱是
十年前丈夫办的电器
厂，效益不错，刘芸一
家算是临沂当地的殷实家庭。他们老
两口和女儿女婿一起住，刘芸要做一
家四口的饭菜。一个星期逛三次超市
买蔬菜水果，“每次一不小心就会超
过200块。”

11月15日，刘芸从早市买完菜回
来，照例在本子上写下“菠菜、白菜、
萝卜、橘子、葡萄23”，买这几样一共
花了23元，当天她还交了432块钱的
电视费。11月12日的账则详细地记着
“洗澡、搓（澡）、毛巾19，枣、桔子33，
萝卜、姜5，豆汁、豆腐4，桂圆、花生
18，虾皮6”，一共花了85块钱。

这两天开销都不算大。11月5日，
刘芸逛了一圈超市，买了些酱火腿、
香油、瓜子、酸奶、饮料和蔬菜水果，
花了176块钱。由于家庭条件不错，刘
芸每次去超市买东西，不像别的家庭
主妇那么手紧，“想吃什么买什么，不
看价格”。
“这年头，除了家电（价格）和存

款往下掉，其他都在往上涨。”刘芸感
叹。她记得今年过年以来，物价就一
路往上走。年后逛超市，她买了两斤
多点的绿豆，一称竟然要20多块钱。
以往不大看单价牌的刘芸仔细瞅了
瞅标牌，“绿豆一斤要8块多了？比猪
肉还贵！”

物价的上涨明显地体现在每个
月的花销总额上。2010年1月，不包括
买衣服和化妆品，刘芸一家光是吃饭
和基本日用品就花了1329元，2月花
了1519元，而8月份则到了2091元，9
月份稍少些，1495 . 3元。10月份算上

一次去连云港吃海鲜，
一个月花了2261元。从
6月份以来，下半年除
了 9月，每个月家庭日
常开销都在2000元以
上。

时间倒退到 7年
前。

2003年1月，那时
女儿还没结婚，一家三
口开销只有995 . 5元，2
月份只有788 . 8元，8月
9 2 9 . 2元，1 1月则为
617 . 7元。而2004年是
2000年后第一个物价
上涨年，4 月开销为
1121元，8月为1192元，
11月为1213元。
“什么都贵了。”刘

芸翻翻账本，感叹道：
“十年前鸡蛋也就一块
钱一斤，现在普通的鸡

蛋都要4块钱以上了。”
翻开刘芸的账本，2005年10月8

日，刘芸买了“肉、枣、葡萄、橘子、木
耳、干枣、桃、葱、萝卜、山楂和菜”，花
了62元。而2010年10月5日，她买了
“肉、枣、葡萄、橘子、桃、萝卜、石榴、
花生、玉米、藕和黄瓜”，一共花了112
元。

刘芸丈夫下海前在临沂一家研
究所工作，退休前刘芸是临沂一家国
企的员工，每个月领死工资，家境不
算宽裕。1983年，刘芸是二级工，一个
月工资只有 34 块，丈夫是干部身份，
工资多一些，40 块 5 毛。当时女儿刚
周岁，每个月还要拨出十几块钱赡养
老人，上有老下有小，“日子难啊，每
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
“但那个时候，钱也值钱啊。”刘

芸记得，女儿生下来不久，家里请了
个保姆，一个月管吃管住，工资 6 块
钱。“当时 100 块钱就是夫妻俩一个
半月的工资总和，能买好几大袋米
面，现在随便买点菜买点水果就差不
多 100 块钱了，根本不顶花。”

刘芸的女婿张平（化名）在临沂
一家媒体工作，一个月工资两千上
下。“也就够养一辆车吧。”张平说，
“何况现在油钱也上去了。”

张平爱喝临沂本地小吃糁汤，如
今这糁汤让他喝得有点闹心。“贵倒
是没贵，还是三五块钱一碗，可料加
得少了，味道也没那么足了。”
“不过，即便是涨价了也得喝啊，

多少年了，喝惯了。”张平笑着说。

别的涨，胡辣汤不敢涨

15日凌晨3点，睡眼惺忪的胡
永伟从床上爬起来，呆坐了一会
儿。屋外，妻子正在磨豆子做豆
腐，吱嘎吱嘎的声音格外清亮。

他们要在两小时内做好两桶
小米粥、两桶八宝粥、两桶豆腐
脑、两桶胡辣汤……桶不是小桶，
是身高近一米八的胡永伟双臂合
抱才能抱住的大桶。

再配上茶鸡蛋和豆浆，来自济
宁微山县的这一家五口人，每天就
是希望这个简陋的早点摊，能换来
不少于150元的收入。

如果低于这个数字，生活就
很难过下去。“米、枣、豆子、面粉，
统统都在涨价。而一个路边的早
点小摊，是不敢轻易涨价的。”一
家人会在深夜认真计算一下，精
打细算后，最后的数字表明，收入
在日益减少。

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胡永
伟把胡辣汤做了解剖，花生、海
带、辣椒、面粉，这是胡辣汤最基
本的四种原料。
“一斤花生原来3块，现在5块；

一斤海带原来两块二，现在也5块；
辣椒最开始 5块钱，现在卖 10块
钱……”胡永伟掰着手指头计算，
涨价最少的是面粉，25公斤一袋的
面粉从56元涨到了73元。

在七里堡郭士家的粮油店，
花生每斤的进价从原来的三块六
七涨到了现在的四块六七，而零
售价格从原来的四块，涨到了五
块。“大概是近两个月涨起来的。
从今年新花生上市到现在，平均
上涨一块钱。”

郭士家提供的是批发价，在
其他零售商贩那里，花生现在每
斤价格五块二到五块五不等。

花椒售价暴涨。郭士家说，去
年十二块钱一斤的价格今年到了
二十多块钱。特别是四川花椒，从
去年的二十八九块钱涨到了现在
的三十七八块钱。

这让胡永伟非常怀念三年前
的济南。在他的印象里，2006 年
来到济南后，当地物价和济宁区
别不大，生意一直还算可以。但
2008年以后，胡永伟的心情，却因
为物价上涨变得沉重。

胡永伟对2008年物价大幅上
涨的记忆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在同一时期。当年2月份，CPI上
涨幅度达8 . 7%，“那些花生啊海带
啊，忽地一下子就涨起来了。”
“我觉得这是故意坑老百姓

呢，什么都涨价，我今年就挣不着
钱。”胡永伟埋怨。

就在 11 月 15 日这一天，商
务部通报的数据显示，1 1 月上
旬，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 18 种主
要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每公斤 3 . 9
元，比年初上涨了 11 . 3%。

每天50元生活标准

两个小时后，胡永伟的父亲拉
着四个大桶出发，去趵突泉附近卖
早点，而胡永伟和妻子来到了山师
北街。他和卖油条的共同租了一个
门面，可以经营到上午 10 点左右，
每个月租金是 500多元。

这一家人租住在奥体中心西
边的一处民房里，每月租金400元。
这几天济南日益寒冷，摩托车上胡
永伟和妻子冻得打哆嗦：“越来越
冷了，冬天来了，吃早点的就少
了。”

胡永伟的妻子又开始算计：
租金接近 1000 元，一家人每天的
生活费 50 元，仅这两项，每月开

销就要 2500 元。他们从来不敢带
着 2 岁多的孩子逛超市：“万一她
看中了玩具，买还是不买啊？”

生意好的时候，胡永伟一家
每个月能留下 2 5 0 0 元。平均下
来，四个成年人的收入低于济南
市最低生活保障。

胡永伟以前在微山县一家粮
油单位工作，2006 年下岗，得到
了一万多元补偿费。在老乡帮助
下，他们一家人来到济南谋生。

胡永伟的父母已经过了 5 0
岁，按照农村人的特点，他们至少
还可以干10年，但物价上涨让他
们对未来的10年感到渺茫。
“每天50元的生活费标准，一

家五口人主要以最便宜的菜和馒
头为主。”胡永伟说，青菜贵的时
候，他们会买相对便宜的肉类。胡
永伟的母亲每天都要在菜市场转
悠很长时间，甚至特地挑剩菜买
来吃。

而在七里堡蔬菜市场，以往
被购买者扒下来的菜叶子，现在
被菜农扎成一捆，卖给那些特地
来挑剩菜的市民。

每每买到便宜菜或者水果，
母亲高兴的眼神总会让胡永伟很
内疚。还有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干
活，风里来雨里去，帮助他维持着
全家人的生计。“父母毕竟老了，
万一得个病，每年攒下的这点钱，
能管什么用？”

一想到父母没有任何医保，
他后脊梁就会一阵阵发凉。胡永
伟原单位是有养老保险的，但这
几年要个人缴纳 5000 元，他不舍
得把每年收入的五分之一拿出
来，他要留着给父母做保障。

胡永伟以往最大的安慰是忙
完工作后回家逗女儿。但转过年
来，3 岁的女儿也要上幼儿园了，
这又是他的一块心病。“我们也是
农民工，最便宜的幼儿园每个月
也要400块钱。”胡永伟还问，据说
上小学要交择校费，一年好几万？
“80后”的胡永伟，终于体会

到了“上有老下有小”这句话的含
义。“我肯定会回老家的，物价肯
定还会继续涨，我们小摊点又不
能随便涨价。”胡永伟计划最多等
到孩子上学就回老家。

可回家也只是一个临时的应
对措施。回家后如何维持生计对
他们来说同样很难，家在湖区的
他们，同样面临着工作难找的窘
况，如果继续卖胡辣汤，“全国物
价都在涨，哪里都一样。”

小摊主关心起CPI

胡永伟旁边卖白吉馍的魏洪
强听到他的话，苦笑了一下，“西
红柿两块八一斤，原来这个时候
一块八。”

魏洪强敲打着炉子，抱怨什么

都在涨价，“一块蜂窝煤从7月1日
到现在涨了一毛多。我刚来济南的
时候，蜂窝煤才一毛二一个。”

山师北街每天有十几家卖早
点的，大家曾联合起来抵制物价
上涨，比如把白吉馍什么的稍微
涨点价。“一毛两毛的涨，涨多了
人家就不吃了。”他们说，不涨就
赔本，他们干不下去了，这些人也
没有早餐吃啊。

多数顾客能够理解涨价。“有
意见的很少，都理解，他们买菜什
么的都知道涨价了。买一斤肉原
来才四块来钱，现在九块多，涨了
一半还多。”魏洪强说，他昨天买
了三个茄子，四块钱。

但这些小打小闹的涨价并没
有让他们的收入增加。“还赔着
呢，东西都在涨价，我们又不可能
把白吉馍的价格也涨一倍，收入
怎么能增加呢？”
“当然不能涨价那么多，我们

工资又没涨，吃四根油条如果都要
两块钱，那还受得了！”提着四根油
条的韩先生加入到讨论中来，他的
话让小吃摊主哈哈大笑。

而在济南范围内，已经有很
多摊点开始想办法“开源节流”。
市民吕先生曾经在东二环附近吃
过一次小摊的胡辣汤，里面全是
淀粉。吕先生不好意思说摊主，
“这都是物价上涨逼的啊。”

而家住文化东路的魏老太每
周都要骑着自行车到七里堡“进
菜”，魏老太每次至少要买三天的
菜。“这里比其他农贸市场便宜。
如果可能，到农民地里直接买菜，
更便宜。”魏老太说，今年蔬菜、水
果的价格涨得太猛，有些不正常。

像魏老太一样，从 10 里外的
批发市场买菜的并不鲜见。“他们
最会砍价，往我们脚脖子上砍。”
七里堡蔬菜市场的摊主赵兰兰
说。她的小摊上，15日白菜零售价
最高一元，去年仅五六毛；土豆每
斤一块五，去年一块。西葫芦批发
价去年每斤七毛，现在涨到了一
块钱；章丘大葱也从去年的一块
涨到了现在的一块五。

他们只知道涨价了，不知道
CPI，但喜欢读报看电视的胡永伟
关心CPI，以及所有和低收入阶层
有关的政策变化。那些国家大政策
在他看来，和整个家庭都有密切的
关系，“政府应该定下来，‘十二五’
期间物价维持这个状态，先让我们
安稳几年，以后再涨价。”

15日的8点，一位农民工打扮
的顾客吃完饭给了胡永伟 2 0元
钱，胡永伟找给他18元。这位农民
工把18块钱一张张按照大小放好
了，站在摊前试图将钱捋直，一次
又一次……

（本报实习生江丹对本文亦
有贡献）

通胀背后
的的 CPI 密码

本报记者 张榕博

3 . 6%，这是青岛10月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幅。67岁的青岛居民路佩岩觉得，这个数字远没有报纸上“菜价环比涨了50%”来得
真实。

3 . 6%与50%，究竟哪个更真实？本报记者跟随青岛市物价统计调查员深入CPI数据采集点，为您解开CPI涨幅下“潜伏”的9000余种物价
涨跌曲线图。正是它们，掌控了CPI的走势，而不仅仅是“苹什么”、“蒜你狠”、“豆你玩”……

但物价上涨的杀伤力，更多地体现在低收入群体和经济落后地区。一个更为迫切的现实是，在国家统计局操作的CPI统计上，如何更准确
地反映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如何保障这一数据，为低收入群体在全面通胀下的生活撑起一把“保护伞”？

一个殷实家

庭里的主妇，不经

意间记录下来的

27年家庭账本，透

露出这个社会的

发展轨迹。在这个

账本上，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每个月

领死工资的夫妻

俩“日子难啊，每

一分钱都要算计

着花”，但“那个时

候，钱也值钱啊”。

一个早餐摊主的盘算
本报记者 张子森

29岁的胡永伟一家五口在济南以靠卖早点为生。自2008年

以来物价迅猛上涨，让他们一家每个月的收入日益减少。胡永伟

担心孩子明年上幼儿园的支出，担心已过半百的父母哪一天会

得病……精打细算的一家人，已经做好了回老家济宁的准备。

菜价涨得那么快，为什么CPI才涨了4 . 4%？CPI的统计
中，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

胡永伟的早餐摊点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张子森 摄

大超市里，买什么面仔细掂量。 王媛 摄

济南一超市里的便宜鸡蛋，吸引了一条二百米长的队伍。 周青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