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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网上购票,担心电话购票被骗

多数农民工车票都到窗口买
本报聊城 1 月 31 日讯(记者 杨

淑君 ) 1 月 31 日，聊城又是大雾笼
罩，但仍有不少人踏上回家的旅途。记
者走访了解到，不少农民工由于不会
网上购票，又害怕电话订票被骗，还是
赶到窗口买票，由于购票时间较晚，买
到的火车票大多是站票。

31 日上午，记者在聊城汽车总站
看到，不少农民工模样的乘客，身上
背着一两个大蛇皮袋子，挤在人群中
排队购票。“现在很多人都在网上买，
我不会。”正要去往淄博的旅客老刘
说，他今年 56 岁，家里有两个上大学
的孩子，负担很重，一年到头好不容

易攒点钱，还想着给孩子当生活费、
学费，就担心被骗，还是觉得排队购
票踏实。

在聊城火车站购票厅，像老刘这
样的人也不少。“很多人都说网上购票
方便，还能提前两天买。”正排队购票
的旅客李先生说，他也知道网上购票、
电话订票都很方便，不用出门，就点几
下鼠标就行，可是他不会用，他认识的
工地上的工友也没有会用的。

1 月 31 日上午，记者在聊城火车
站询问了十余名背着行李出行的农民
工发现，半数买的都是站票。“年轻人
都会在网上买，等我们到窗口买时，就

只有站票了。”不少农民工说，如果车
上座位紧张，有可能一站就是十几个
小时。

和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相比，
“ 80 后”、“ 90 后”农民工买起票来，倒
是少费很多周折。“网上购票、电话订
票都很方便。”“ 90 后”农民工小辉说，
以往都要跑很远到车站窗口购票，现
在点点鼠标或者打个电话就能买了，
而且很多票额都集中放到网上，感觉
今年买票也比往年好买多了。除了买
票比较“新潮”，年轻的农民工也比较
舍得花钱，买不到硬座，就买卧铺，甚
至买高铁票回家。

本报聊城 1 月 31 日
讯 (记者 张召旭 杨淑
君) 随着春节临近,糖果
迎来一年之中最为旺销
的季节。记者 31 日走访发
现 ,今年糖果每斤价格普
遍上涨三元左右。

31 日中午,在振兴路
振华量贩超市买糖果的
王女士说 ,家里平时不买
糖，只有到了春节前才会
买一些过年用。今年的糖
果比去年贵了,像雅客、金
丝猴等有点名气的糖果
每斤都在 13 元以上,巧克
力糖果则至少要卖 28 元
/斤。

在柳园路一家大型

超市买糖果的王女士说 ,
她在超市里逛了一圈 ,发
现糖果价格都涨了。

龙山商场一家糖果
批发零售商店的老板陈
先生说 ,相比去年不同种
类的糖果价格涨了三元
左右。“春节临近是糖果
涨价的重要原因 ,一般来
说 ,春节期间糖果销量能
占到全年销量的一半以
上 ,一些糖果厂家都会在
春节前提高价格 ,春节过
后一个月内价格就会降
下来。”陈先生说 ,虽然糖
果价格涨了 ,但销量并没
有受到影响 ,反而呈现出
了直线上升的势头。

糖果价格每斤普涨三元

本报聊城 1 月 31 日
讯(记者 张召旭) 临近
春节，各种店铺转租的广
告日益多了起来。很多在
聊城经商的外地人为了
回家过一个安稳年，选择
了把店铺转租。

赵栋是江苏人，和老
婆两人在柳园路上经营
了一家快餐店。前几天他
在店门口贴上了“旺铺转
让”的广告。他和老婆决
定在年底回家之前把店
铺转租出去。“我和老婆
在聊城，老人和孩子都在
江苏老家。原来过春节时
在家呆不了几天就回来
了，去年春节我们俩也没
有回家，前两天我爸妈打
电话来说今年一定要让
我们回家过年，我和老婆

商量了一下，决定在家过
完元宵节再回来。”赵栋
说，这一回家就是将近一
个月时间，门店的房租也
比较贵，为了省下房租，
他们决定把门面转出去。

市民刘女士现在也
正在到处发布房屋出租
广告，要把自己的一个店
铺转租出去。

城区一家房产中介
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每年
春节之前都是商铺转租
的旺季。“有些外地人是
为了回家过春节，还有的
人是想在春节后改行。因
为这时候转租的房屋多
了，所以价格较全年水平
来说稍微低一点。不过春
节一过完，价格就会马上
涨上去的。”

年底不少店铺忙转租

1 月 25 日,茌平韩屯镇政府驻地举办了“迎新年，送百福进农家”活动，吸引了数百名群众驻足观看，孝心村义工张强、
吴子新等现场书写对联、“福”字等赠送给社区居民。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赵玉国 王瑞勇 摄

新新年年赠赠““福福””

本报聊城 1 月 31 日讯
(记者 杨淑君 张召旭)

临近春节，各大超市商场内
的节日礼盒早已摆上显眼的
位置，很多人纠结该买些什
么礼品送人。

1 月 31 日，记者在城区
几家大型商场、连锁超市发
现，琳琅满目的烟、酒、茶、普
通的保健品都摆满了礼品专
柜，往日比较冷清的高档礼品
专柜，也不时有人前去光顾。

提起过节送礼，不少人
表示很犯愁。一家单位的中
层林先生说，在众多传统节
日中，国人最重视中秋和春
节，所以这两个节日也是送

礼最频繁的时候。“送
礼要送出点档次，最好
是有点新意，可又要考
虑到自己的经济承受
能力。”

提起送礼的感受，
不少市民表示，现在送
礼已经不仅仅只是经
济上能承受的问题，还
要绞尽脑汁去想。也有
市民表示，中国人是注
重礼尚往来，可很多礼
都送得变味了。还有市
民认为，亲朋好友之间
更应该注重平常的感
情交流，这比过节时送
礼更让人觉得贴心。

过节送啥礼让人很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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