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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主打

9999%%的的交交通通事事故故源源于于违违规规驾驾驶驶
章丘每天40余起事故，车辆不让行引发占一半

据交警大队肇事处理中队民警
介绍，一天处理40余起交通事故，近
一半是由于机动车不让行引发的。
路口处，转弯车辆不避让直行车辆、
不避让右侧先行车辆等，都是引发
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

“除了司机不让行引发交通事
故之外，其他的一些交通陋习也是
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如开车
打电话、聊微信、随意变换车道等。
发生交通事故时，当事人是否系安
全带，事故的结果就有质的区别，安
全带在关键时刻能保命。”办案民警
告诉记者。

据了解，安全带可以在事故发
生的第一时刻毫不犹豫地把人“按”
在座椅上。然后，适度放松，待冲击
力峰值过去或人已能受到气囊的保
护时，即适当放松安全带，避免因拉
力过大而使人肋骨受伤。因此，汽车
安全带起着约束位移和缓冲作用，
吸收撞击能量，化解惯性力，避免或
减轻驾乘人员受伤的程度。

路口处要让行
安全带可保命

章丘市场牛奶涨价，盒装奶破“三”

纯纯奶奶涨涨价价，，部部分分超超市市酸酸奶奶卖卖断断货货
本报12月5日讯(见习记者

杜彩霞) 经历了11月初的超
市袋装纯牛奶的断货，进入12
月份纯奶的货架终于补齐，但
是让市民意外的是，无论袋装
奶还是盒装奶，都出现了不同
幅度的涨价。

3日，记者走访了章丘市的
部分超市发现，不同于11月初，
超市的奶产品货架早已补足，
但是都换上了新的价格标签。
记者在汇泉路的一家超市看到
一款250ml的蒙牛盒装牛奶已
经卖到了2 . 9元一盒，据售货员
介绍这款牛奶近期涨了近5毛
钱。蒙牛的一款240ml的高钙牛
奶一箱41 . 6元，原来38 . 4元，每
箱涨了3 . 2元。

除了蒙牛，其他的热卖品
牌也出现了不同幅度的涨价。
在芙蓉大街的一家超市，250ml
的一款伊利盒装纯牛奶卖到了
3 . 1元一盒。中低档奶涨价，高
档奶也没“清闲”，蒙牛特仑苏
有机奶卖到了73元一箱，12盒

装，每盒突破6块钱。据导购员
透露，可能还会进行调价。5日，
记者了解到，这款有机奶每箱
卖到了76 . 2元。

外地奶涨价，本地奶则低
价促销。在汇泉路的一家超市
记者看到，一款袋装的佳宝纯
牛奶正在搞活动，原价32元一
箱活动价28 . 8元一箱，零售则
从原来的2元一袋降为1 . 8元
一袋。一款佳宝原味酸奶则从
每箱42元降价到36元。记者发
现，这些产品并非接近保质期
而促销。

纯奶涨价，使很多市民把
目光投向酸奶、牛奶饮品等替
代品。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品牌
的酸奶并未出现大面积涨价，
仅一款160ml的光明风味酸牛
奶出现涨价，从原来的1 . 3元一
袋涨到每袋1 . 9元。其他品牌酸
奶虽然没有涨价，但是不再像
以往那样买几送几，或者买奶
送水杯、不锈钢盆子等小礼品，
超市对于酸奶和其他奶产品的

促销几乎消失。
即使这样，部分市民还是

“转战”购买酸奶，5日记者在
汇泉路济南华联超市发现，有
几款酸牛奶已经断货。一款售
价15 . 8元的得益无蔗糖酸牛
奶和一款原价14 . 5元活动价
10 . 9元的佳宝原味酸牛奶都
贴上了“此货暂缺，敬请见谅”
的标签。同样，一款售价14 . 5
元的伊利原味酸牛奶也出现
了断货。

据业内人士透露，牛奶涨
价的主要原因是奶源的紧缺，
奶牛质量差，产奶量下降，并
且奶源问题频出，这些都导致
奶源紧张。除此之外，每年年
底的季节性涨价也是目前奶
产品涨价的重要原因，此次大
规模涨价主要是季节性撞上
资源紧缺。

民警提醒12月2日是交通安全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4日记者从章丘市交警大队
获悉，肇事处理中队平均每天处理事故40余起，其中由于违规驾驶而造成的事故高达99%。

交警大队肇事处理中队队长于云海告诉记者，“目前因为客观原因，如路面不平整，天气恶劣等情况出
现交通事故的情况很少，不遵循交通安全法违规驾车等人为原因已成为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2012年7月5日凌晨，市
民刘某驾驶着刚买不久还未
挂牌的摩托车下班回家，由
于晚上刘某看车辆少，于是
想逆行抄近路，这时迎面驶
来一辆正在超速驾驶的小轿
车，由于距离太近，小轿车来

不及躲闪，将刘某驾驶的摩
托车撞倒，刘某当场死亡。经
查，刘某未考取驾照，摩托车
未挂牌。

由于刘某违反了《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8条，机动车
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

记后，方可上路行驶。尚未登
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路
行驶的，应取得临时通行牌
证。第1 9条第1款规定，驾驶
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第3 5条，机动车、
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小

轿车司机则违反了第42条第
1款，机动车上路行驶，不得
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
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
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因此刘
某承担主要责任，小轿车司
机承担次要责任。

事故>> 违规逆行，丧命还得担责

关于驾驶员日常行车中的
交通陋习，记者采访了部分老
司机和年轻的司机。开了十
几年出租车的老司机张希民
告诉记者，不系安全带、开车
打电话、偶尔换道行车几乎
是“家常便饭”。在张师傅的
出租车里，副驾驶座上的安

全带一抹就有一把灰，张师
傅说，“没人系安全带，坐车
有的不到十分钟，人家才不
系呢，乘客不系我也不能说
什么啊。即使乘客路程远坐
的时间长，大部分人也没有
系安全带的习惯，久而久之，
我这个车上的安全带就有一

层灰了，就算想系的乘客，一抹
也就不系了。”谈起张师傅自己
作为司机为啥不系安全带，“开
了这么多年了，我心里有数。”
张师傅自信地说。

2010年刚刚考出驾照的
年轻司机小苏，开车打电话、
换道行驶也成了他的习惯。

“开着车领导来电话总不能
不接吧？而且我对自己的手
机很熟悉，不用看也能摸准
键盘。”小苏说，“着急的情况
下会走非机动车道，因为前
面的车太慢，我就只能看看
非机动车道有没有车辆和行
人，然后绕道而行了。”

司机>> 违规大多因太急、太自信

本报见习记者 杜彩霞 通讯员 高俊 郑辉

有的超市酸奶卖断货
了。 见习记者 杜彩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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