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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抵御严寒，一建筑工地一口气装了80多台空调

700多工人住上“空调房”
文/片 本报记者 郭建政 鞠平

不逛早市
逛超市
老人购物习惯悄生变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李婵娟) 你有没有发现街头

早市上的老年人正在逐渐减

少呢？近日，记者从多家大型

超市发现，老年人购物已从逛

早市悄然转化成逛超市。超市

物品质量有保证、价格合理成

为超市受青睐的最主要原因。

20日早，记者在南大街附

近沃尔玛超市看到，偌大的购

物广场内挤满了白发苍苍的

老人，在特价菜品、肉食柜台

前，老人们更是排起了长队。

一元蔬菜里的大白菜、水萝卜

成了老年人们的抢手货。记者

看到，有的老人年三五成群一

起来早市购物，有的老年人带

着小孩子来，记者粗略计算了

一下，早晨超市购物者中约有

三成多为老年人。

沃尔玛超市工作人员刘

先生告诉记者，超市每天8点

开门，7点多就有很多老年人

在超市门口等候。刘先生说，

几乎每天10点之前，超市中

都是老年人，50岁以上的市

民占五分之三还多。“特别是

周一到周五，这里早晨几乎全

是老年人买东西。”

“这里东西样数多，价格

还合理。”今年70岁的毕桂香

家住南洪街，她告诉记者，以

前她都是去文化路市场早市

上去买菜，子女觉得还是超市

的东西质量有保证，渐渐的，

毕桂香女士就“爱”上了早晨

逛超市。“我5点多就起来了，

吃完早饭就慢慢逛着来超市

买新鲜蔬菜，这都成习惯啦。”

毕女士笑着说。

岳惠熙老人今年已经快

80岁了，他告诉记者，现在生

活条件好了，大家更注重生活

的质量。岳先生说，在早市买

东西虽然能讲价，但不知道到

底买的东西值多少钱，东西无

均价，总会觉得自己亏了，而

且早市的称往往存在偏差。但

在超市这些问题一般不会存

在，买东西也放心了很多。

在购物的同时顺带教教

孩子也是一些老年人逛超市

的原因。杜玉辉先生带着自己

三岁半外孙来超市购物，他告

诉记者，小孩子现在对什么都

很新鲜，但他们从小生活在城

市里，很少能接触到“原生态”

蔬菜，“带小孩子来也让他认

识一下蔬菜是什么样子的。”

一所学校二三十个摊位 团购的越来越多

“平安果”走俏烟台校园
本报12月21日讯(实习生

李响) 圣诞临近，因为备受年

轻人追捧，烟台各高校内的平安

果销售大战已经悄然打响。记者

走访发现，一家高校内就有二三

十个平安果摊，“免费派送”、“附

送礼物”等宣传也是铺天盖地，

有的学生干脆玩起平安果团购。

21日中午放学时分，烟台职

业学院的校园里的二三十个“平

安果”小摊已经摆开了。不少学

生摊主站在摊位后，热情地介绍

着摊前包装精美的“平安果”。因
为竞争激烈，许多小摊上打出的

“免费送达，附赠礼物”的广告在

校园内几乎随处可见。

“去年大一时的圣诞节苹果很

贵销量很好，到平安夜已经是一
‘果’难求，商机很好，所以我们想与

其让别人赚自己的钱，不如我们自

己赚别人的钱呢。”一位颇具商业
头脑的李同学介绍道。

因为年轻人扎堆，在高校内

销售平安果的学生也逐年增多。

同样在路边摆摊的小王介绍，这

几年学校里的同学扎堆卖平安

果。“以前竞争哪有这么激烈，卖

的多了生意有影响。”不过，小王

说，即使卖不出去也无所谓，大
不了剩下了自己吃，反正也不会

坏掉，就算来锻炼一下了。

滨州医学院的校内水果摊旁
边，一位女同学以5块一个的高价

订了70个的红蛇果，她说告诉记者

与其花高价买包装好的高价苹果，

不如自己买苹果，自己包装，这样

班里的同学集中采购，既省了钱，

又可以一起过平安夜“现在苹果不

便宜，省钱就是赚钱嘛。”

烟大市场一位水果摊摊主透

露，可能是还没到时候的原因，今

年来零买苹果的学生明显不比去

年上多，但一买便买一箱，组团来

购买的学生不少。

以前天冷板房上冻 有了空调暖意融融
21日中午，记者来到万象

城附近南通建筑工程总承包的

工地，时至中午，正是工人们吃

饭的时间。工地食堂前工人们

排着队买饭，吃过饭的工人们

则回到宿舍休息。

在工人居住的板房前记者

看到，多数宿舍门口都摆放着

国内某著名品牌的空调。除了

发挥供暖作用外，这些空调还

成了鞋架，不少鞋子物品正摆

放在空调上晒太阳。

说起空调，在此打工三

年的甄大叔满是笑脸地说：

“挺好的，很暖和……”甄大
叔告诉记者，空调只能晚上

开，不过他已经很满足了，以
前天冷的时候，这种板房里

都会上冻，现在有了空调暖
和多了。在采访中，记者发
现，对于宿舍安装空调，工人

们的喜悦都是溢于言表。

为什么还有个别宿舍没

安空调？甄大叔告诉记者，这

是因为宿舍没住满，住满9个

人后就可以安空调。对于公

司的这个规定，不少工人不

是很满意，一位工人说，他希

望自己的宿舍能赶快安上，

这两天还不是很冷，过几天

冷了怎么办，宿舍住不满他

也没有办法啊！

建筑公司承担电费 空调温度随天气调控
21日中午，记者找到了该

工地的徐经理，徐经理告诉记

者，空调是11月15日开始安装

的，是根根他们总公司的通知

执行的，目前已经安装了80多

部，以后还要继续安装。他们公

司在烟台共有3个工地，预计需

要安装100多台空调。

为什么想到安装空调

呢？徐经理告诉记者，安装空

调是为了保证工人们的生
活。“暖和了把活干得更好。”

徐经理笑着说。冬天工地的

板房是比较冷的，如果使用

电热毯很不安全，所以他们

决定安装空调。

那么空调话费的电费谁来

承担？记者又问道。徐经理告诉

记者，电费由公司来承担，白

天空调不允许开放，到了傍晚
5点，工作人员统一打开空调，

一直开到早晨上工的时间。

“根据天气的情况，我们会调

整空调的温度，控制器由我们

的工作人员管理。”徐经理这样

告诉记者。

对于部分宿舍还没有安装

空调，徐经理称暂时也没有办

法，如果宿舍人数不足，安装空

调会造成浪费，也会白白增加

公司的负担，所以根据规定必

须住满人才能安装。

其他工地：靠电热毯和密封门窗取暖
21日下午，记者还走访了

烟台市其他工地，在莱山区一
处工地，工人们告诉记者，他们

主要是用电热毯、电热器取暖。

记者看到，他们的宿舍里都挂

着电热毯的插头。

来自山西的陈先生在烟台

打工10多年了，每年到腊月底，

他才会回家，对于烟台冬天的

寒冷，他是深有感触。陈先生告

诉记者，平常日子他们就是靠

电热毯，再盖上两层被子，天冷

的时候就把门窗密封起来，一
点气也不透，这样屋里就暖和。

陈先生还说，他现在已经比较

习惯了，一些南方刚过来打工

的受不了。随后记者又走访了

三四处工地，工人们的说法都

差不多，过冬依靠电热毯、多盖

被和密封门窗。

在开发区承包建筑的高先

生说，一般工地都是用电热毯

取暖，也没有别的办法，工地上
的用电都是公司交的，如果用

小太阳等电热器，光电费就承

担不起，再者电器多了，安全隐

患也多。如果是安装空调，一般

的公司也没有这么大的财力。

随着天气的变冷，在建筑
工地工作的工人们开始迎来
一年中最难熬的时候。不过今
年，南通建筑烟台工地上的工
人们却不用担心受冻了。11月
15日以来，南通建筑开始为工
作在一线工地的工人们安装
空调，目前仅万象城附近的工
地就已经安装80余部空调，700

多位工人可以在寒冬享受到
空调带来的温暖。

万象城附近南通建筑工
程总承包的工地板房，大多已

经安装了空调。

“长得红不是我的错，长得艳

艳也不是我的错。不买绝对是你的

损失！”圣诞将至，烟台校园内的

“平安果大战”已经悄然打响。

本报记者 李响 摄

格资料链接

平安果

平安夜送平安果
这个习俗起源于中国。

因为中国人比较注重
谐音，比如洞房花烛
夜，将红枣、花生、桂
子、瓜子等物掷于床
上，意为“早生贵子”。

12月24日，也就是圣诞
节的前一天，被西方人

称为平安夜。苹果的
“苹”与平安的“平”同

音，于是中国人寓以苹
果“平安”的吉祥含义，

于是就有了平安夜送
苹果的新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