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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大雪把
家里的棚子压塌
了，本想趁机翻修
一下，可不承想连
续找了很多小工都
被告知‘最近活多’
小活都不接了。”近
日，市民刘女士反
映，临近年关本该
是零工市场的淡
季，但今冬的零工
市场等活干的人比
以往少了不少。

如果家里有点小零活搞不定，相信
不少人都会建议你去马路上的零工市
场，找个人就能干，不仅花不了多少钱
而且还省心。“突如其来的大雪压塌了
自建房配房的顶棚，因为一直没人居住
也就没立刻翻修，这两天老邻居们总反
映如果再不将倒塌的顶棚翻修一下，恐
怕整个房子也会受到牵连倒塌，我这才
想着翻修一下。可没想到的是我到零工
市场上走一遭发现，零工市场上的劳力
很少，想找个合适的零工师傅没这么简

单。”近日，市民刘女士反映，“以前蹲着
等活的零工，如今摆起了谱，不仅工钱
涨了，还挑起了活，不仅小活暂时不接，
难做的零活也不接了。”

“往年到了这个时候就基本没活干
了，七八天等不到活也是常有的事，可
即便知道没活干，不少劳力还是愿意早
早地来到这等活，别的活也不会干就指
着出力，如果运气好，这一天赚个两三
百也不成问题，碰的就是运气，有时连
续等个四五天也不见有人来找小工，就

只能白搭工夫。”在振兴路零工市场附
近，一位木工告诉记者，“下过雪后，不
少人家里的房子受损，比如装的雨搭或
者屋檐之类的，城郊这种情况最明显，
现在到了修房高峰期，蹲在这找活的人
一天比一天少，价格也稍微涨了点，同
行都说一些活计好又有人缘的老师傅，
活都赶到了元旦以后。”随后，记者致电
了多位手艺好的师傅，他们均表示，目
前手头都有活干，如果活不急要等等。

“不是俺不帮你，是实在抽不出时
间，再说咱都是老伙计了，你说这话可
就见外了，只要有空俺二话不说也得先
给你干。谁会搁着钱不挣？你说是吧！如
果真想让干，你就得等我干完手头的这
家，还有一个大活，干完这些基本上也
得到元旦以后了，你能等就等着我干，
如果实在着急就先找别人干吧。”8日下
午，正忙着干活的老宋又接到一位老主
顾的电话，这已经是他今天接到的第三

个电话了。据老宋回忆，和该人相识已
经有七八年的光景了，第一次是该主顾
翻盖新房，后来两次又搭棚盖院，夏天
的时候该主顾又找他建了一个车位，这
算下来也是有交情的，可即便是这样的
老相识，他也只能推掉了。

与老宋一样忙活的还有张师傅，
“没有活干的时候吧犯愁，这活多了也
犯愁，把一些老主顾都‘得罪’了。”张师
傅一脸苦笑，“以前都是遇到什么活就

干什么活，有雇主过来问，有个什么活
你干不干，这边还没问完，那边一呼啦
地全围上来了，有的甚至直接去抢，因
为争活干破口大骂。现在活多了，但是
不匀，有的活多的排着干，有的还在市
场上等，不过总的来说是好了很多，有
时大家也互相‘通气’，谁活多就让给没
活的干，这常年在市场等活干的也都熟
悉了，就连一些趁着农闲的时候来市区
打零工挣点钱的劳力也被拉了进来。”

“大儿子读大学需要钱，小儿子上
学也需要钱，家里的老人也离不开人，
因为不想抛家舍子去外地打工，我就一
直在零工市场找活干，好在眼下这活还
能赶趟似的接上，但是这阵子干完，恐
怕还是要回到以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的日子。”老宋的眼神中透露着迷惘和
无奈，“没活干就继续到市场上蹲守呗，
能有什么办法？反正不能闲着。”据老宋
说，像他这样情况的人有很多，都是为

了养家糊口，有的还是夫妻俩都在市场
上蹲守，就盼着能遇到个大活，也不枉
这么冷的天，天天蹲守在这里。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很多零工因为不愿离开
家，就只能在零工市场出卖自己的劳动
力。

“今天有活今天干，别看眼下是活
多人少，但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家还得重
新回到零工市场蹲守，而随着临近年
关，天气转冷，用工量较大的建筑工地、

绿化工程等相继停工，另外，部分在外
务工的人员大量返乡，这些剩余劳动力
也会转向零工市场，届时，‘待工’的求
职者也会增加。”据老张分析，“事实上，
比起男工，女工找活更难！女工基本上
就是从事建筑工地打扫卫生的工作，或
是一些相对轻松的零碎活，但这些活用
人也少，所以每年到了年末一些女工就
会跟家政公司联系，做一些保洁的工
作。” （记者 张莉萍）

雪后城郊进入修房高峰期

零工市场反常 淡季活多

建筑工地停工 大量劳动力将进入零工市场

雪后城郊住户进入集中修房期

今年零工市场淡季活多
从未如此受欢迎

晚报讯（记者 苏羽）网络普及，网
络用语或许已成为当下用的最普遍的

“语言”之一。当网络语言走进校园，孩
子们对网络语言的过分关注甚至导致
了他们对原词本意的混淆，给传统语言
带来冲击。近日，记者走访了市区部分
中小学以及高校，了解网络用语在校园
内的传播度。

“郁闷”、“被雷到了”、“我晕”，“I真
服了U”……这些网言网语竟成为时下
中小学生的流行口头禅。近日，家住市
中区桃园小区的市民李女士在和今年
上一年级的儿子闲聊时，这个刚满 7岁
的孩子竟连说了五六次“郁闷”、“无
聊”、“我晕”……儿子还对这些话不以
为然，他说这些话是班里同学常挂在嘴
边的口头禅。

李女士告诉记者，儿子之前说网络
用语就很多，经常不时地冒出“某某超
搞笑”、“晚上作业巨多”、“只好闪了”，
有时，我们问他“超搞笑”、“巨多”、“闪”

是什么意思？他还会非常不屑地说：“这
都不懂，I真服了U！”听到这些，李女士
对此表示很担忧，她认为这些口头禅与
词语本意大相径庭。目前网上流行的许
多用语存在故意使用错别字、扭曲词语
本意以及低俗等问题。如果孩子经常使
用，会对语言的学习和运用产生负面影
响。

“现在的话还可以这么说？”很多孩
子脱口而出的搞怪网语，让不少家长和
老师一头雾水。家住立新小区的市民周
先生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很喜欢上网
聊天，现在和家人、朋友讲话也满口都
是“偶”、“酱紫”等网络语言，甚至在日
记中也出现“JJMM”（姐姐妹妹）、“偶好
稀饭”（我好喜欢）、“晕”等网语，让人摸
不着头脑。周先生担心地说：“长期下
去，孩子的语文怎么能学好啊？”

记者在与一些中小学生交谈中了
解到，这些口头禅主要来源于网络和港
台电视剧、动画片等。现在网络传播的

速度很快，网络语言正悄然冲击着校
园，成为不少青少年的口头禅，并不时
现身在学生的日记、作文、毕业留言甚
至班级墙报中。

“有钱就是任性”、“萌萌哒”、“骚
年”……当家长们看到这些代表着搞笑
事情的网络词语，出现在自己孩子作业
本上时，再也笑不出来了，都表示很是
担心。市中区某小学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与传统语言相比，“网络语言”的确
具有新奇、幽默的特点，而这也正是它
吸引学生们的主要原因，但学生如果经
常使用一些不正规的口语，则很可能养
成不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不良习惯。

在此，该负责人提醒家长以及老师
应该为他们把好语言关，家长要在第一
时间内对孩子积极引导，尤其是一些粗
话，要及时阻止。老师在日常的教学中
如果发现学生的文章出现个别网络语
言，应及时地为他们更正。

自10月1日以来，滕州市国家税务局东沙河税务分局
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到车辆购置税委托缴
纳征收点及汽车销售企业，对减征1.6升级以下排量乘用
车车辆购置税的文件进行解读，解答一些纳税人关于车购
税征收的疑问。一个月时间，该局对2445辆1.6升级以下
排量乘用车减征税款846.14万元。 （记者 马帅 摄）

新颖搞怪 曲解原词

学生满口网络语 老师喊“晕”

晚报讯（记者 王震）
12 月 9 日，农历十月廿十
八，家住齐村的唐安启天
没亮就带着他准备好的货
物赶赴税郭镇安城。当天
是安城一年两次的庙会，
老唐要花上一个多小时才
能到达目的地，而在四十
年前的安城庙会上，就已
经有了唐安启的身影。

“我们齐村唐家的秤，
那可是有名的。”说起自家
的手艺，唐安启非常自豪，

“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的手艺，传到我这都上百
年咯，别看是老东西，用的
人还不少呢，我一上午能
卖出去不少。”不过，让老
唐无奈的是，虽然还有人
喜欢用这种木杆秤，但这
种手工秤的市场远不如电
子秤，自己这手艺也没能
传下去，自己的孩子不愿
意学。

别看现在随处可见的
超市里各类商品琳琅满
目，倒退几十年，这一年两
次的庙会，可是附近老百
姓为数不多的能够尽情购
物的机会。在集市上，种类
繁多、物美价廉的商品颇
受群众青睐。在熙熙攘攘
的巷道中，有许多别说是
在城里，就算是在农村也
很难看到的景象：有老人
在卷着“旱烟”；本来坏掉
的锅碗瓢盆，在修理师傅
的手中焕然一新；一道简
简单单的辣丸子汤，却是

每个赶庙会的村民都必须
来上一碗的；路边，一位师
傅现场编的扫帚，据说用
上一年也不会坏；而在一
片空地上，一个临时搭建
的舞台上，两位小伙子正
卖力地表演舞狮，灵巧的
姿势伴着铿锵的音乐，引
来围观群众的阵阵叫好。
一些老人告诉记者，以前
在庙会上还有许多民间艺
人表演，悠扬的曲调伴随
着高亢的叫卖声，交织成
一派热闹景象。

在路边一个不起眼的
布篷子里，70 多岁的秦开
亮正在给一位村民理发。
一盆热水，一块毛巾，一把
剃刀，简简单单的几个工
具，没有“吹染烫”，也没有

“营养护理”的理发，剪一
次头也只要3块钱，这在许
多年轻人看来非常的不可
思议。而这个工作，秦开亮
已经干了30多年。“他剃头
剃的不孬，逢集就来，我们
都找他剃。”一位正在排队
等待的老人说，比起花里
胡哨的美发，他们更喜欢
老秦的服务，简单，利索，
朴实。

“安城庙会已经有上
百年的历史了，分别在夏
冬两季各举办一次，不仅
当地的群众来‘赶集’，还
吸引了周围苍山、孟庄、西
王庄等地的村民。”税郭镇
文化站马天伟说。

制作杆秤 3元理发 修补锅碗瓢盆

赶安城庙会挺“新鲜”

产品名称

海带

藕

芫荽

油麦菜

油菜

价格

3.60

4.40

3.60

4.00

3.00

产品名称

黑木耳

杏鲍菇

茶树菇

金针菇

平菇

价格

76.00

6.40

11.00

6.40

3.60

产品名称

黄瓜

红洋葱

细香葱

大葱

姜

价格

4.80

1.80

7.60

2.20

4.20

我市部分蔬菜品种批发价格
采价日期：12月10日 单位:元/公斤

12月10日蔬菜价格指数：95.94 环比涨幅：9.02% 同比降幅：19.17%

减征购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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