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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沂蒙·关注

应对物价 市民各有
食品涨价、服装涨价、生活用品涨价……眼下，衣、食、住、行几乎无一不受到涨价的冲击。为应对物价上涨，市民们们逐渐摸索

出来不少省钱诀窍，催生了“海报族”、“试衣族”、“蹭饭族”等等。虽然“族”的花样不少，但是总结起来，大家家统统是“省钱一族”。

“啃老族”>>

年轻人无奈向父母求援

本报 11 月 23 日讯 (记

者 杜国文)23 日，记者采

访了解到，最近物价的上涨

使得一些年轻人从“月光

族”变身成为“啃老族”。

“东西涨价，生活成本

提高了，工资交完房租基本

就所剩无几了。”去年毕业

正在一家装饰公司上班的史
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她

每个月收入大约 1500 元，每

个月房租 400 元，吃饭 600

元左右，每个月还要有日用

品支出，水电费、上网费等

等。

“算下来根本一点剩余

的钱都没有，各种开销都

在增加，不得不跟父母伸手
要钱。以前是勉强能维持生

计的‘月光族’，现在成了

‘啃老族’。”史女士无奈

地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许

多家长对于年轻的“啃老

族”、“蹭饭族”持宽容

态度。“现在就业已经很

难，孩子也不容易，物价

又 涨 ， 我 挺 理 解 孩 子

的。”市民宋先生说，在

年轻人的创业初期可以适
当的向父母寻求援助，但

要保持上进心。

“试衣族”>>

商场试穿抄号网上买

本报 11 月 23 日讯

(记者 刘海蒙)随着物价上

涨，曾经饱受冷落的单位食
堂又重新“热”了起来，有的

上班族甚至挤进“邻居”单

位的食堂当起了“蹭饭族”。

23 日中午，记者在市区

金雀山路一事业单位食堂看

到，前来食堂打饭的市民排
起了长队。“以前我来食堂吃

饭，人都不是很多，最近食堂

开门后，很快就没座位了，菜

也都卖得很快。”正在排队打

菜的季先生说。

季先生说，最近菜价越来

越贵，加上做饭的电费、水费

等都赶上食堂的两顿饭了。他

们的食堂相较餐馆价格便宜

不少，一些非本单位的职工也
经常来他们食堂来“蹭饭”。

“我的单位就在这家单位

旁边，没有食堂，现在都是到

这里来吃饭，午餐费能减半。”

前来“蹭饭”的一位市民说。

“海报族”>>

对比多家

买最便宜的

“蹭饭族”>> 就餐就到附近单位食堂

本报 11 月 23 日讯 (记

者 孟君)随着棉花、鸭绒相

继涨价，2010 年的冬季服装

价格较去年同期普涨了 3 成

左右，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市民

选择网购，而本地商家日渐沦

为了消费者的“试验田”。

23 日下午，在市区解放
路的一家购物商场，记者看

到，位于一楼的各个服装专柜

几乎都有正在试衣的消费者，

然而试完衣服后购买的人却

并不多。

“现在很多年轻的市民把

商场当成了试衣间，然后再去

网上购买同品牌、型号的商

品。”一专柜的工作人员说，随

着今年棉价上涨，各品牌秋冬

服装的价格较去年普遍涨了

3 成左右，促使更多的消费者

选择网购。一些市民到专柜里

会把所有的新款衣服试一遍，

选择中意的记下货号、型号，

然后就走人了。

“在专柜看好款式型号，然

后再去网上选择信誉较好的店

家拍下来。”今年刚刚大学毕业
的小王说，“比如一品牌羽绒

服，专柜里 700元左右的，网上

价格却仅需 500左右。”

本报 11 月 23 日讯

(记者 胡志英)物价上涨，让

市民想出了很多省钱的办法。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上班族为

了省钱，开始带饭上班，在办

公室内解决午餐。

张先生在一家海运公司

临沂分公司上班，他家住在罗

庄区。以前，张先生的午饭都

是和朋友一起到小店里炒两

个菜吃或者是叫盒饭。但是，

最近物价上涨了，张先生和同

事们开始带饭上班。

张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以前 6 块钱的盒饭，就可

以有肉有菜，而现在差不多的

就要 8 块钱。出去炒菜，不仅

价格提高了，而且量也少了。

记者在张先生的公司

看到，带饭的人还真不少。

采访中不少人表示，自己带

饭不仅卫生而且实惠。在物

价不断上涨的今天，也不失
为一种省钱的好办法。

本报 11 月 23 日讯

(记者 孟君)近期，

隔三差五便会有生活必

需品涨价的消息传来，

随着“涨价时代”愈演

愈烈，超市的促销海报

从少有人问津一下子成

了抢手货，不少市民将

各个超市海报收集下来

详细对比，非特价商品
不买。

23 日一大早，记

者在市人民广场附近一
超市门口看到，超市还

未开门，就已经有二十
多位老年人在等候了，

一位老人告诉记者，这

是为了早去抢购特价商

品。超市印发的促销海

报上标注了每天的特价

商品，很多都是限量

的，只能早去排队。

记者了解到，为了

应对目前的涨价风波，

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

“海报族”，其中以中

老年人居多。为了节约

日常开支，“海报族”

们广泛搜集各大超市的

海报，然后对比促销价

格，买最便宜的。

“以前索要的顾客

并不是太多，最近海报

很抢手，几万份的印
量，一到两天就发放完

毕，没拿到海报的市民

都抱怨印的太少。”一
超市工作人员说。

除此之外，超市海

报张贴处也成了市民关

注的地方。下午 3 点，

在沂蒙路一超市入口

处， 10 多位市民正站

在促销海报旁研究特价

商品，还有位市民拿着

小本记录着，她告诉记

者，广场周围的几家大

超市，家家都有特价商

品，而且不一样，每当

看到有需要的特价商品
时她就会记下来，然后

再去购买，这样一月下

来能节约近百元。

“捎饭族”>> 午餐办公室内解决

近期不少食品价格上涨，连调味品也不例外，其中花椒、白芷、百合等价格上
涨幅度较大。图为在羲之路上一商铺，店主在整理调味品。 记者 展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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