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8月26日 星期三 报料电话：5200110 读枣庄·民生 07本版编辑/任翔

在如今，信息化
的时代确实方便了
广大市民，足不出户
就可以得知周围市
场的菜价是多少。
然而近日也有市民
反映，称菜价与网络
上公布的价格存在
一定的差距，有的甚
至相差一倍多。市
中区物价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网络菜
价仅为指导参考价
格，存在偏差实属正
常。

为了方便消费者了解蔬菜的
价格走势，部分网站都推出了“每
日菜价”的栏目。然而记者在24日
的调查中却发现，这些网站上面的
菜价与实际市场菜价存在着一定
的差距，有的差距之大竟然可以达
到一倍之多！

在一家我市当地网站上，每样
蔬菜都标注了最低价和最高价，然
后将不同监测点的价格一并标出，

最后一栏还有一个平均价格。随后
记者将该网站上的菜价记录下来，
并来到了市中区龙头市场内一一
对比，发现在记者所记录的十种蔬
菜价格中，竟然只有一种蔬菜的价
格是与之相符的。

这十种蔬菜价格分别为（注：
前面的价格为网站统计价格，后面
价格为市场实际菜价，单位均为

“元/500克”）：洋葱1.4元与1.8元；

土豆 1.4元与 1.5元；山药 4元与 4
元；黄瓜 1.7 元与 2 元；西红柿 2.3
元与2.5元；芹菜1.8元与3.5元；茄
子 1.5元与 2.5元；大白菜 1.1元与
1.5元；卷心菜2元与1元；辣椒3.2
元与2元。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十组菜价
中只有山药的价格两者是一样的，
其他价格之间均有差距，差距最大
的卷心菜和芹菜甚至相差了一倍。

“明明在网上看的芹菜是1.8
块钱一斤，可到了市场一问价，
竟然卖我3.5块钱一斤，这不是坑
我么？害得我还为此和小贩吵了
一架，说他故意抬高价格。”家住
市中区龙头路上的郭女士表示，
近段时间她学会了上网，知道网

上有公布菜价的网站，可以很方
便地知道市场的菜价。可经过对
比后郭女士发现，每次在网上看
到的菜价与实际买菜时的价格并
不一样，让她感到疑惑。

郭女士表示，起初她以为是
市场的小商贩故意抬高价格，然

而当她问了很多商贩后，发现两
者之间确实存在差距。“是不是网
站上的价格过期了呀，不过我看
后面的更新日期都是最新的呀，
那为什么价格会有这么多不一样
的呢？”郭女士说。

那么到底是何原因造成了两
者价格出现误差呢？记者咨询了
市中区物价局的张先生。张先生
表示，部分网络菜价与实际菜价出
现差距属于正常现象。

张先生表示，误差出现的原因
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网络菜价
是将我市多个市场的零售价综合
评价后才向社会公布的，而记者在
市场所采集的价格，仅代表某个市

场的价格水平。因所处区域、市场
不同，市民消费水平的差异等，使
得价格相差较大。其次，张先生还
表示，由于每个商贩的进货渠道不
一，因此即使是同一种蔬菜，也会
出现各种各样的价格。还有一点
是因为监测时间和消费者购买时
间会有一个时间差，比如上午和下
午的菜价肯定是有些差距的。种
种因素之下，才导致了如今官方价

格与实际菜价之间存在着差距。
张先生告诉记者，所谓的网络

菜价，其实就是一个指导参考的价
格。对商品生产者来说，是一个信
息平台，可以根据价格总体走势，
来及时适度调节种植，引导种植户
合理种植。摊贩、市场管理者也可
据此掌握采购情况。

（记者 寇光 文/图）

市民质疑网络菜价真实性

区域、渠道、时间不同导致价格有差异

与实际菜价有差距 市民质疑真实性

采集区域差异“网络菜价”仅供参考

网络部分蔬菜差价过大

入秋以来秋雨频繁，气温
骤变，早晚温差增大，感冒发
烧的人多了起来。8月 24日，
记者在市中区数家医院发现，
最近感冒患者明显增多，市妇
保院输液室感冒患者比平时
多了三分之一。

市妇保院高大夫告诉记
者，感冒的发生是因为人体感
受外邪而致病，外邪之中以风
邪为主，在气候反常、冷暖失
调、人体抵抗力不足时，风邪
就可能兴风作浪。病情较轻
的感冒一般统称为“伤风”。
除了风邪，寒、热、湿、暑等外
邪还常会与风邪相挟侵犯人
体，使感冒加重。天凉以后，
风寒和风热感冒是最常见的
两类。风寒感冒时，一方面明
显感到怕冷，另一方面身体却
还会发热。而当伤及肺时，就
会咳嗽、咯痰，风寒感冒时痰
液多为清稀的白痰。

针对风寒袭表的病症，高
大夫建议用药以辛温解表、宣
肺止咳为主，再根据主要的伴
随症状选药。在中成药中，感
冒初起，可选用正柴胡饮颗
粒；头痛明显的，可选用川芎
茶调冲剂；以头痛、四肢酸痛、
周身不适为主的，可用九味羌

活冲剂；发热头痛明显的，可
选感冒清热颗粒；风寒感冒咳
嗽有痰的，可用荆防冲剂。

高大夫介绍，风热感冒与
风寒不同，风热相挟袭表时，
毛孔是开放的，因此人体会发
热、出汗、怕风。还会有咽喉
红肿疼痛、口感微渴、咳嗽、痰
液黏稠等表现。需要注意的
是，有些刚感冒时表现为“风
寒”的人，经过3－5天，寒邪可
能“化热”而表现出风热感冒
的症状，这时治疗就得进行相
应的调整。风热感冒时，辛凉
解表、清热肃肺是主要的治疗
方法。可选用银翘解毒片（丸
等）、羚羊感冒片、羚翘解毒片
等；发热不重而以咳嗽为主
的，可选桑菊感冒片；风热感
冒发热明显，可选柴胡口服液
等；发热、咳嗽、咽痛的，可选
双黄连口服液等。另外，板蓝
根冲剂也可作为风热感冒的
预防用药。

高大夫提醒市民，感冒虽
为常见病，但若咳嗽、咳痰症
状加重，并伴胸痛，或迁延1周
以上仍不见好转，或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应警惕继发肺
炎，须及时到医院就诊。

（记者 岳娜）

秋雨带来“秋季病”
感冒发烧患者增多

排队就餐、排队买票以及
排队进站，生活中关于“排队”
的文明提醒可谓是不少，因为
排队让嘈杂的人群显得有秩
序了，对于市民而言，不论是
干什么事情，都遵循先来后
到，按照顺序排队的定律。

薛城居民林女士在生活
中是一个相当有规矩的人。不
论是乘车还是买票亦或者买
菜、刷车，林女士都会排队，因
为在她看来，排队能让复杂的
事情变得有秩序。23日下午，
林女士和往常一样，开着自己
的私家车去海河路上的一刷
车点洗车，当时林女士到达的
时候，恰逢有一辆车正在冲
洗。

虽然当天晚上林女士还
有事情，但是考虑到距离傍晚
还有一段时间，于是林女士就
在洗车店内等了一会，大约等
待了半小时之后，终于排到林
女士的爱车了，可是让她没有
想到的是，洗车店里来了一位
女士，这位女士林女士曾在此
刷车的时候和她有过一面之
缘。

“上次的时候，这位女士
就在我前面插队，说自己有急

事，需要立刻刷车，当时我想
都没想就让这位女士先刷车
了。”因为有过一面之缘，林女
士本打算上前和这位女士打
招呼，可是让林女士没有想到
的是，这位女士上来又要插
队，这次又是急匆匆地说自己
有急事。原本林女士以为自己
终于排到了自己，可是却遇到
了这位又有急事的女士。

眼看着已经到了傍晚，林
女士担心让了这位女士之后，
会耽误了自己的事情，于是这
次林女士没有让给这位女士。
让林女士没有想到的是，这位
女士到后来根本不征求林女
士的意见了，进屋就找刷车店
老板，并威胁老板称自己是老
顾客，如果老板不马上给她刷
车，她从此便不再来此刷车。

这位女士的行为让林女
士“刮目相看”，因为拗不过这
位女士，老板只好让给林女士
刷车的刷车工给这位女士刷
起了车。看到眼前的一幕，林
女士很气愤。“不按照顺序排
队刷车也就罢了，还以各种理
由来威胁人，真是让人感到反
感。”林女士郁闷地说道。

（记者 马高超）

“熟人”称有急事
刷车屡次插队

夜色阑珊，华灯初上，漫步于
大街小巷，街头巷尾斑斑驳驳的霓
虹灯成为装扮城市夜景的一道亮
丽的风景，但就是这道靓丽的风景
不由让一些家长担心，这些“少胳
膊缺腿”的霓虹灯会误导初识汉子
的幼儿。

“前几天晚间，我开车载着 6
岁的儿子回家，在途经光明路某银
行时，儿子突然指着车窗外的‘艮’
字问坐在车里的妻子怎么念。当时
妻子并没有意识到银字缺了一边，
不假思索地顺口便告诉儿子是

‘yin’行的‘银’字。第二天，孩子拿
着写好的‘艮行’递给前来探望孩
子的奶奶看，孩子的奶奶是位教
师，当即便指出了孩子的错误，可
是孩子却反驳，他昨天看到霓虹灯

上就是这么写的，当时他妈妈告诉
他念‘yinhang’。妻子被弄得一头
雾水，也指出孩子的错误。昨天，我
们再次经过该银行时，孩子再次指
着缺了一边的‘银’字向妻子辩诉

‘我写对了吧，那上边就是这么写
的。’当时我和妻子都很无语，不得
不带着孩子在白天返回，试图向孩
子说明是因为霓虹灯出现故障而
使银字缺少了一边。”22 日，家住
光明花苑的曹先生向记者无奈地
反映，“有些孩子看过之后，认为这
就是正确的写法，便急于模仿，迫
不及待地将其记入脑海里，殊不知
自己记住的只是一些缺了笔画、偏
旁的错字。”

随后针对曹先生反映的情况，
记者走访了多条主干道上的沿街

商铺和部分企事业单位的霓虹灯
灯箱及电子广告招牌，发现部分商
户因为灯箱招牌存在缺损，酒店变
成了“洒”店，体育器材变成了“休”
育器材，电话号码中话字少了一
点，还有部分数字5少了一横，8少
了一横成了“0”，甚至有商铺店名
四个字中有三个字“缺胳膊少腿”。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些缺胳膊少腿
的霓虹灯除了会给初学汉字的小
朋友带去误导外，也会对因不熟悉
周围环境靠霓虹灯“指路”的人带
去困扰。另外一些商店的电子屏幕
及灯箱也因为损坏后不能及时进
行维修，这些残缺的霓虹灯让人看
上去很不美观。

（记者 张莉萍）

“艮行”、“洒店”、“休育器材”误导孩子

霓虹灯字残缺“毁人不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