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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在在济济““漂漂””十十年年 还还是是““月月光光族族””
调查显示济漂族最渴望户口和住房，缺少归属感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尉伟 ) 因手头一时拮
据、没钱送女友礼物，男子李
某骑电动车路过长盛北区看
到独行的刘丽(化名)后心生
歹意，将对方的皮包抢走。可
还没来得及给女友买礼物，
涉嫌抢劫的李某就被历下刑
警一中队刑拘。

8月26日凌晨，下夜班的
刘丽步行回长盛北区的家，
突然被骑电动车的男子从后
面撞了一下，挎包内的物品
撒落一地。“当时，刘丽并未
意识到有人抢劫，还以为对
方是不小心撞到了自己。”9
月2日，历下刑警一中队民警

李伟告诉记者，骑电动车的
男子就是李某。

当晚，李某骑着电动车
去水屯附近找女友。路过长
盛北区看到独行的刘丽后，
他心生歹念。可由于初次作
案太过紧张，骑车伸手抢包
的他未能得手，却让刘丽误
以为是意外。

“就在刘丽低头捡东西
的时候，李某将电动车停在
不远处，又返身折回。”李某
一把将刘丽装有手机等物品
的皮包抢走，然后骑上电动
车就跑，“刘丽去追，李某还
威胁对方‘再过来，就弄死
你’”！

接警后，东关大街派出
所和历下刑警一中队的民警
通过走访，很快锁定了嫌疑
人李某。

“我们还获知李某有一
个微博账号。”李伟说，正
巧李某的微博账号有“万
人抢购空调”等字样。民警
就伪装成急需购买空调的
客户，与其取得了联系。李
某与民警约好了见面的时
间、地点。

8月28日上午，当历下刑
警一中队的民警在窑头路一
家商场将李某摁倒在地时，
李某也是一声不吭，“他明白
我们为什么找他”。

没没钱钱买买礼礼物物 夜夜抢抢独独行行女女

截止到2012年底，济南市全市的户籍人口是606 . 6万，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流
动人口)是192万。“济漂”已经成为济南城市生活中数量庞大、不容忽视的群体。

近日，本报通过齐鲁晚报网、微博、论坛等渠道对“济漂”一族展开调查。调查发
现，济漂族除了面临经济上的压力，在归属感和被认同感上普遍偏低。不少济漂族
感慨，济南很美丽，但生活压力有些大。

9月2日，记者在历山路与和平
路交口南侧看到，由于主干道中间
的隔离护栏拆除，不少行人不再走
人行横道，而是选择在车流中横穿
马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拆了护栏
行人乱穿

“没有归宿感的日子
实在是比较痛苦，心里对
未来总有种不良的预期，
没有成就感，可以说是身
心疲惫。”一位“济漂”在
网上的帖子，引来了不少
人的跟帖赞同。据了解，

相对于济南本地居民来
说，“济漂”经济压力和心
理压力总体更大，其业余
生活方式也相对枯燥。

调查问卷显示，42人
中有22人空闲时间宅在
家里上网或看书，仅有2

人空闲时间会选择进行
短途旅行。不少人表示，
由于经济压力和朋友少，
他们多选择宅在家里来
打发空闲时间。

“有空时宅在家里上
上网或者看看书。”小王

家在临沂，来济南1年的
她还没有多少朋友，周末
多选择宅在家里或购物。

“济南比我家乡干净漂
亮，但有时候想起家乡的
家人和朋友，心里就酸酸
的，就想回去。”

朋友少、娱乐少，没有归属感

“很美丽，但是压力很
大”、“想说爱你不容易”调
查显示，不少“济漂”对济
南认可度较高，但现实的
经济压力及无济南户口的
压力，又让不少“济漂”感
觉与这座城市有些“格格
不入”。调查显示，近60%

的“济漂”每月主要支出用
在了住房上，而租房住的
占到70%以上，其余不到
30%的“济漂”则需要承担
还房贷的压力。

“虽然每月的收入不
少，但没有济南户口，感觉
像是‘异乡人’。”彬彬在济

南一家私营企业工作，每
月收入在6000多元，现在
已是让不少人羡慕的有房
有车族。在济南10多年的
他，仍感到自己有些难以
融入到这座城市。“现在还
没有户口，总感觉与身边
的济南人有些不一样。”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多数人目前最渴望住房和
户口。当被问及离开济南
的原因时，“没有住房”和

“没有户口”也成为选择最
多的两项；因有“更好的发
展机会”而离开济南的，仅
占调查人数的12%。

没有户口，感觉像是“异乡人”

37岁的孙先生老家
在泰安东平县，目前在济
南一家物业公司工作，来
济南八九年了，月收入有
2500元。目前孙先生与妻
子住在单位提供的不到
20平米的宿舍内。即便将
两个孩子放在了老家，生
活压力小些，但孙先生每

月工资还是所剩无几。
孙先生告诉记者，他一

个月工资有2500元钱，要拿
出1000多元来吃饭和购买
生活用品，给老家寄1000元
钱，他与妻子日常开销再花
些钱，一个月的工资就剩不
下多少钱。“想把孩子接过
来读书，但是费用太高了，

真是承担不起。”
本次针对济漂族的

网络问卷调查，共收回42
份有效问卷。问卷调查显
示，像孙先生一样，济漂
几年后，仍是月光族的还
大有人在。

在42份问卷中，月收
入在3000元以下的有21

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0%；
月收入在6000元以上的仅
有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
12%。由于经济收入低，再加
上租房及还房贷的压力，让
许多济漂成为月光族。调查
结果显示，42人中，有21人为
月光族，21人中有3人不仅
月光还得靠家里补贴。

生活压力大，孩子放老家

本报记者 穆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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