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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废止强收保险费文件
有关部门指称公交公司断章取义补审老年卡时强收保险费

2 8日，记者来到位于
文化路小学对面的一家书
店，发现店内的顾客并不
多。“平时顾客比较少，周
末人会稍微多一些。”书店
内的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现在来她们店真正掏
钱买书的人却并不多。

除了一些专业人士来
购买比如美术、摄影、医学

类的专业书籍外，来买书
的人群大多是一些中老年
人群和领着孩子的家长。

“老年人不会上网，中年人
还是习惯在书店里选书，
现在中老年人群都注重养
生，来买养生书籍的人还
是比较多的。家长带着孩
子来看书，孩子喜欢了家
长就会买。中年人一般喜

欢看自传类、纪录类的书
籍，年轻人一般还是喜欢
在网上买书。”该销售人员
说。

记者发现书店内许多
书籍都是各种考试类的教
辅图书。书店销售人员表
示，目前书店的主要利润
就是来自于各类教材，来
买书的市民主要是给自己

的孩子购买课外辅导教材，
如果不是靠近学校，主打的
不是教材类书籍，那生意就
更难做了。

青檀路新华书店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书店
确实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平时来的顾客大多是来看
书的，一天的销售额也就几
千块钱。

看多买少 实体书店喊苦
记者调查：枣庄不少书店经营惨淡、艰难支撑
文/片 本报记者 马明

据悉，近年来，当当网、
卓越亚马逊、京东、天猫以
及苏宁易购纷纷抢滩图书
市场，网络的便捷性，是导
致实体书店受冲击的一个
重要方面。激烈的价格战也
让图书销售市场稳定的格
局被打乱。

如今，网上购书因其低

廉、方便、种类全而迅速成
为一种大家普遍接受的购
书方式。网上书店的折扣平
均在7折左右，畅销书7 . 5折，
部分特价图书还能达到5折
甚至5折以下。如此低廉的
价格，是实体书店所难以承
受的。一位多年从事书籍批
发的闵女士透露，网络书店

面向全国销售，辐射面大，
进货量也较大，所以在进货
时，出版社可以让出更多的
利润，而实体书店的销售往
往只限于本地，进货量相对
较小，进货很难拿到低折
扣。再加上网上书店运营成
本低，这些都是其可以以低
折扣销售图书的原因。

不少市民都表示书店
里的书太贵了。市民李先生
说，他现在买书都形成了一
种习惯，那就是先在店里挑
好了书，然后回家到网上购
买。同样的一本书，实体书
店内卖40多块钱，而网上打
完折买才30块钱左右，还能
保证正品、包邮。

网购打七折，有的还包邮

出路>>

实体书店

要开出特色

本报枣庄1月2 8日讯
(记者 张旋 见习记者
孙姝华) 春节将至，但对
那些到了适婚年龄却依然
单身的大龄青年来说，就
难熬了。因为他们将面对
父母亲戚的催婚。

在苏州工作的小郑
说，以前上学的时候，父母
整天在自己耳边唠叨，要
以学习为重，不要分心，现
在毕业了，就又开始催着
自己找女朋友。“每次接到
老妈的电话，第一句话就

是问我有没有找到女朋
友，时间一长都害怕接到
老妈的电话。回到家后又
是一遍遍的催，我都不想
回家过年了。”小郑说。

对此，父母也有他们
的苦衷。今年已经60岁的
市民张法兰说：“看到别人
都抱孙子了，自己的孩子
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心
里只有干着急。不催吧自
己急，催紧了又怕孩子生
气，孩子也应该替父母想
一想。”

大龄青年春节回家难过关

亲，今年你被催婚了吗

本报枣庄1月2 8日讯
(记者 白雪岩 ) 在本报
楹联征集活动中，目前已
有百余名读者参与进来。
退休老人于立山一笔一画
工工整整写了二十三副楹
联，亲自送到本报编辑部。

于立山老人告诉记
者，他平时酷爱诗、书、画。
记者在于立山老人留下的
笔墨中可以看出老人对艺
术的热爱，同时更能看得
出老人对这次楹联征集活
动的重视。在一张A4纸上，
老人工工整整把创作的每
一副楹联抄写下来，有错
别字的地方还特意用剪了
字体大小的纸片贴在上面
进行修改，老人的认真、一
丝不苟让记者着实感动。

“巍巍抱犊沧桑古，高瞰煤
城巨变；滚滚沙河历史悠，
饱览枣庄新颜。”这是于立
山老人创作的其中一幅描
写枣庄的楹联。

如果您也是一位对传
统文化、对艺术追求热爱
的人，赶快动起笔来，为枣

庄谱写上一曲绚丽的华章
吧！每位参与活动的作者
投稿数量不限，但作品需
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联
系电话等。作品内容可抒
发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对
新春的美好祝愿和对“幸
福新枣庄”的共同期盼之
情。

在本报即将推出的春
节特刊中，我们将会邀请
业内名家人士对征集的作
品进行点评，并从中选取优
秀作品刊登在本报春节特
刊版面中。对于择优刊登的
楹联，我们还将邀请当地知
名书法家撰写后，并送给作
者，以此作为本报对这些
热情读者的真诚谢意。

参与方式：以电子版
的方式投到本报邮箱，将
写好的楹联邮寄或是送到
到齐鲁晚报·今日枣庄编
辑部。征集热线 :8881008；
Q Q : 2 6 9 3 5 9 1 4 5 6 邮 箱 :
qlwbjrzz2013@126 .com；地
址:振兴路与龙头路交叉口
7天连锁酒店三楼。

退休老人

手写二十三副楹联

本报枣庄1月28日讯
闹 得 沸 沸 扬 扬 的 老 年 卡

“ 被 保 险 ”一 事 有 了 新 进
展，目前，公交总公司收取
保险费的事儿已停止。枣
庄市交通局和枣庄市老龄
委最新出台的《枣庄市老
年人免费 (优惠 )乘坐公交
车实施办法》显示，有关老
年卡的保险费、办卡费等

内容在这个专门文件中已
经找不到了，老年卡交保
险交办卡费等没有了收费
依据。

28日下午，记者来到了
枣庄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记者了解到，原本收
取的2 0元钱是要鼓励老年
人自愿购买银龄安康保险
的，但是却演变成了办理老
年卡被保险的事情。

枣庄市老龄委业务科
一 位 姓 王 的 科 长 告 诉 记
者，他们有一个银龄安康

工程，是一个保障老年人
的工程，当时确实是与公
交公司合作，就是让老年
人 自 愿 购 买 银 龄 安 康 保
险，价格为20元。“这20元可
以保2000元医疗和10000元
意 外 死 亡 的 意 外 伤 害 保
险，老年人购买后应该是
可以当场拿到保险单和发
票的。”她说。她告诉记者，
不知什么原因，到了公交
公 司 那 里 却 被 断 章 取 义
了，只剩下20元的保险费，
而且老年人购买后没有任

何的单据，枣庄市老龄委
和银龄安康的字样也没有
体现出来。“这完全是公交
公司的企业行为，与我们
无关。”此外，她还介绍，以
前颁发了一个关于老年人
免费乘车的文件，里面涉
及了收取卡费和保险费的
规定，但是后来这个文件
被废除收回了，又颁发了
一个新的文件。

“坐公交车的时候老
年人经常出现意外伤害的
情况，因此我们才办理的

保险，可能是因为沟通等
力度不够，没有充分的被
老年群体所理解，在实施
的过程中才出现了一些情
况，经过研究之后我们取
消了老年人保险费，现在
也是老年人自愿购买。”28

日下午，枣庄市交通局运
管处副处长李文才向记者
介绍，同时他还拿出了枣
庄市交通局和枣庄市老龄
委最新出台的关于老年人
免费 (优惠 )乘坐公交车的
专门文件。记者注意到，在

这个的通知中，有关老年
卡的办卡费用、保险费用
等，文件没有做出任何规
定，甚至没有提及两者费
用的事，两种费用没有了
收费依据。

同样，枣庄市公交总
公司工会的一位赵姓工作
人员表示，前一段时间实
施的收取老年人保险费的
问题因为老年人反映一些
情况，他们也已经停止相
关收费，并开始执行最新
文件的规定。

学校旁书店，利润主要靠教辅书

近年来，网络书店以其强有力的竞争优势，正抢占着曾经遍布大街小巷的传统实体
书店的市场。28日，记者走访枣庄市多家民营书店发现，惨淡的销售额和节节升高的经营
成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实体书店则在苦苦支撑。

书店不仅仅是个单纯
卖书的地方，它还具有阅
读导向、信息收集、塑造城
市形象、形成文化氛围等
功能，是一种文化，不能仅
仅以经济效益来衡量书店
的价值。采访中不少市民
认为，书店是一个城市的
文化符号，如果仅仅把书
店看成是一项生意，把卖

书和卖衣服之类的归为一
谈，结果肯定是书店逐渐
退出市场。

一家书店的经营者表
示，现在房租越来越高，各
项开支越来越大，他们的
日子过的越来越艰辛，光
每天的各项开支就得两三
百块钱，但实体书店坚守
的不仅是经营，更是自身

文化的坚守和对读者的负
责。

在采访中，不少市民
坦言，现在普通的书店已
经无法吸引他们进去了，
他们更希望实体书店开出
自己的特色，好好策划一
下，开出自己的主题，或配
有咖啡、轻音乐等主题，用
自身的特点来吸引顾客。

看看书书的的多多，，买买书书的的少少是是不不少少书书店店的的尴尴尬尬。。

入冬以来，110千伏峄城变电站城南线丁桥支线线路
在用电高峰期出现末端电压低现象。近日，峄城客户服务
中心新上400千伏安变压器一台，消除了低电压。

本报通讯员 刘西华 摄影报道

消消除除低低电电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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