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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102家摊贩
63家可扫码支付

红星农贸市场东区的

102家摊点中，有63家贴出了

支付宝或微信的支付二维

码。消费者通过扫“码”即可

完成支付。“来这个市场的顾

客，岁数大的居多，除了年纪

比较大的消费者习惯用现

金，大多数中青年都更喜欢

用微信或支付宝支付。”该市

场的物业经理司建国说，两

年前，无现金支付尚不流行，

而今年年初，支持无现金支

付的摊点越来越多。

在一水果摊前，“80后”

的张女士通过微信向摊主孟

现京支付了10 . 5元。随着支

付的成功，孟现京的手机也

传出了支付完成的提示音。

“既不用担心假钞，也不用担

心没零钱找不开。”孟现京坦

言，现在年轻人出门不带零

钱，这也倒逼商家陆续推出

了微信和支付宝支付。

便捷的支付方式给百货

商店老板李继勇也带来了不

小的改变。店面靠近出入口，

又支持手机支付，营业额也

有所增加。李继勇说，如今就

连自己去进货也是直接用微

信转账，不用再带现金或银

行卡，一部手机就能统统搞

定。

如今，李先生的生活已

越来越离不开手机。随着支

付宝、微信支付的普及，现在

他不带钱包也能轻松过一

天。“早上在网上约辆网约车

到单位，午饭和晚餐叫个外

卖，就连在路边买瓶水都可

以用微信付款。”他说，在他

的支付宝月账单中，6月份总

消费是1580元，其中网购780

元，线下支付宝支付640元，

比上个月多花了将近200元。

“以前消费心里没数，现在终

于知道钱都去哪儿了。”李先

生说，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方

便了他的生活，也让他心里

有了底。

无现金消费
老年人不待见

无现金支付已融入到越

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活中，但

对于接收新鲜事物较慢的老

年人而言使用率却比较低。

记者在随机采访中了解

到，不少55岁以上的中老年

人虽然正在使用微信，但其

主要用于聊天，开通微信支

付功能的少之又少，大多数

中老年人的手机中也并未安

装支付宝软件。相较之下，他

们更习惯使用看得见摸得着

的现金。

60岁的李女士是菜市的

摊主，一个星期前，在女儿

的帮助下，她的摊位也开通

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功能。

她告诉记者，自己有两部手

机，一部智能机，一部老年

机 ，平 常 她 更 喜 欢 用 老 年

机，智能机主要方便消费者

手机支付。“我也不大会用，

智能手机上绑定的是女儿的

微信号。”李女士表示，虽然

有的消费者微信支付后会给

她展示，但她由于眼花并不

知道消费者付了多少钱，只

是女儿在微信上设置了提示

音，根据提示音她才了解有

人给她转了一笔账。一个星

期内，她的微信上有了1 0 0

多元。

但对于手机支付，李女

士并不喜欢，她更喜欢现金

交易。像李女士这样的摊主

并不是少数。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有些上了年纪的市

民，很少在“码”上支付，他们

中不少人表示，考虑到银行

卡绑定等方面的安全问题，

未来他们依然会使用现金。

“就算以后手机支付成为

主流，现金买卖也是少不了

的。”一位53岁的受访者表示，

她更担心手机支付的安全性

能，而且她认为现金支付很难

退出流通领域，无现金时代还

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码码上上支支付付虽虽方方便便，，济济宁宁老老年年人人有有顾顾虑虑
不少人担心银行卡安全，更愿意使用现金支付

支付宝有意推动中国进入无现金社会。现在的济宁人虽也习惯了码上支付，但人气因年龄

差异而不同，老年人虽也使用微信，但用于码上支付的并不多。

在红星农贸市场一家水果店内，顾客正在用微信支付。

本报济宁7月1 2日讯
(记者 范少伟 ) 1 2日，济
宁市创城办联合共青团济
宁市委、济宁移动在城区百
花公园、南池公园等17处广
场绿地设置了“志愿服务岗
亭”。今后，不仅环卫工人多
了歇脚的地儿，市民如有需
求也可以走进岗亭充电、喝
水。

12日下午3点，记者在百
花公园的一处“志愿者服务
岗亭”看到，岗亭里有个橱

子，里面放着自行车轮胎充
气工具、针线包、旅游及公
交路线图、纱布、绷带、消毒
药水等物品，市民全部可以
免费使用。

除了百花公园外，另外
16处志愿服务亭分别在南池
公园、东大寺、仙营绿地、火
车站广场、人民公园、百花公
园、快活林绿地、新世纪广
场、滨河公园、杨家河公园、
文化广场、全民健身广场等
公园绿地。

本报济宁7月12日讯(记
者 李蕊 通讯员 李梅)
12日，从济宁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济
宁市农副产品出口累计达
15077批，8 . 82亿美元，与
去年同期相比，出口批次增
长 1 8 . 0 3 % ，出口额增长
18 . 22%。出口额在山东省
排第5位，仅次于青岛、临

沂、潍坊、烟台。
济宁地区农副产品出

口种类主要涉及蔬菜、淀
粉、调味品、肉类、木草柳
等，出口遍布170多个国家
和地区。其中，大蒜及其制
品是济宁出口量最大的农
副产品，上半年出口1 . 0 3
万批，40 . 72万吨，7 . 21亿
美元。

1177个个““志志愿愿服服务务岗岗亭亭””

亮亮相相街街头头传传递递正正能能量量

济济宁宁农农副副产产品品出出口口
上上半半年年赚赚了了88 .. 8822亿亿美美元元

本报济宁7月12日讯(记
者 李蕊 ) 本周六，本报

“双周汇”DIY亲子课堂在
为孩子们上一节食品安全
课的同时，陶子老师还将现
场教小记者和家长们用软
陶泥制作诱人的仿真汉堡
挂件。

汉堡包是怎样被发明出
来的，数百年间又经历了怎
样的演变？这一闻名全球的
美食为何又被称为“垃圾食
品”呢？在本次的“双周汇”课
堂上，小记者们不仅能倾听
一堂食品安全课，还能和爸
爸妈妈一起动动小手制作出
一个几乎可以乱真的仿真汉
堡挂件。

本次活动将定于7月15
日上午9点30分开始至11点
30分结束，全程两个小时左
右。小记者及家长无需携带
任何工具及材料。

因活动场地有限，本期
课堂限制15个小记者家庭，
想做动手达人那就快点报名
吧！

“双周汇”DIY手工课堂
是本报2017年推出的针对小
记者及家长的公益课堂，不
收取任何费用。如果您的孩
子也想加入本报小记者的队
伍，参加我们的公益课堂等
活动，只需缴纳100元报名费
(含小记者服装)，报名咨询
电话18678730280

周周六六开开““双双周周汇汇””课课堂堂

教教你你做做仿仿真真汉汉堡堡挂挂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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