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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关注
今日聊城

□已步入婚姻殿
堂的 80 后们，也开始
给小辈们压岁钱。除
了给钱外，年轻人更
青睐各具特色的压岁
礼。

□赶在年前保养
爱车的市民，要花很
多时间排队。4s 店提
醒，年前最好提前预
约，以减少排队的麻
烦。如爱车没有大问
题，其实不必扎堆年
前保养。

□市消协发布春
节消费警示：市民春
节消费要理性，不要
被形形色色的促销迷
惑了眼睛。

英语学习资料、古文阅读书籍、健身卡、自制相册……

80后给小辈备下特色压岁礼
本报聊城 1 月 28 日讯

(记者 凌文秀 杨淑君)
快过年了，已结婚的 80 后
们，开始给小辈准备压岁
钱。部分 80 后没有选择给
小辈压岁钱，而是备下各具
特色的压岁礼。

“我的外甥上小学，正
开始学英语。很早之前就跟
我抱怨英语好难学。”白领
陈女士说，她咨询了在小学
教英语的朋友，给小外甥准
备了一份英语学习资料，还

附带磁带和光盘。“能全面
的学习英 语听说读写能
力。”陈女士工作四年了，每
年都给小外甥准备不同的
礼物，“我从来不给小辈们
压岁钱，怕他们养成大手大
脚乱花钱的习惯。”

市民林先生也给小侄
子准备了一套古文阅读书
籍，“都是学校推荐的经典
阅读书目，内容质量都很
好，还能收藏。”林先生觉得
能让孩子一生受用的书籍

比给几张百元钞票更有意
义。

记者调查发现，给小辈
们送压岁礼的 80 后人数很
多。市民杜女士给小侄女办
了一张健身卡。“小姑娘才
初中，体重就比同龄同身
高的小朋友多 30 多斤。这
一年多，孩子在学校经常
被嘲笑，我担心体重会对
孩子的性格和人际交往带
来不好的影响。”

在一家影楼工作的周

先生说，姐姐家有一对双
胞 胎女儿，长得水灵灵
的，“十一”国庆节时姐
姐带外甥女来聊城玩，他
帮这对小姐妹花拍了很多
照片。“这些照片已做成
了相册，还放大了几张，
过年就送她们这些礼物，
抵压岁钱了。”

在文化部门工作的王
先生说，压岁钱是一种老
民俗，是在过年时给孩子们
的惊喜。有些市民送“压岁

礼”虽然改变了形式，但内
涵没变。

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教授赵富才说，送孩子们
压岁钱和压岁礼都是有利
有弊的。“给孩子们压岁
钱，孩子们能学着理财，
但也可能会变得花钱大手
大脚；给孩子们压岁礼，
需要送礼的人对孩子有很
好的了解，否则送了不合
适的礼物会造成资源的浪
费。”

忙理发

超市促销送礼品暗藏猫腻
想兑换礼品还得过不少杠杠

本报聊城 1 月 27 日讯
(记者 张召旭) 购物满 18
元送“福”字春联两张，购物
满 38 元送洗衣粉…… 27
日，城区一家超市推出购物
送礼品促销活动，当市民拿
着购物小票去领礼品时却
发现还有很多杠杠。

27 日上午，市民孙女士
在振兴路亿沣购物超市买
了桶油，买了点猪肉，还买
了些其它的商品。她结完账
出去的时候看见出口上贴
着一个通知：购物满 18 元

以上送“福”字春联两张，购
物 满 3 8 元 以 上 送 洗 衣
粉……孙女士一共买了 100
多元钱的东西，按照购物的
金额，她可以获赠一个不锈
钢盆子和“福”字春联两张。

“我拿着购物小票去兑
换礼品时，服务员说不能兑
换。”超市工作人员告诉孙
女士，超市广播通知了，市
民购买特价商品或食用油、
生鲜类食品，不能参与购物
送礼品活动。孙女士除去这
些商品，一共买了 17 . 5 元

的东西，按照规定不能得到
礼品。“你们怎么不早说啊，
我就差 5 毛钱就够 18 元，
要不你送我两张春联吧。”
在孙女士的请求下，超市工
作人员送了她两张“福”字
春联。

市民陈小姐购买的东
西都可以参加活动，她买
的商品总价值为 628 元，
按照规定，她获赠了一个
不锈钢盆子和两张“福”
字春联。“你们不是说购
物满 168 元以上就能给这

些东西吗，按照我购物的
金额应该给我 3 份啊。”
超市工作人员解释说，一
张小票只能领取一份。陈
小姐说：“早知道这样，
我就多分几次结账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不少市民买了一大堆东
西，结果却没兑换到自己
想要的礼品。“总不能专
门买不搞特价的商品吧，
谁家过年不买点油和肉，这
明摆着是怕买东西的人多，
礼品不够赠送的。”

民 间 有
“正月不理发”
的习俗，不少
市民赶在腊月
理发。27 日下
午，市区一家
理发店里，赶
来理发的市民
挤满了屋子。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市消协发布消费警示：

春节消费不要

盲目追捧促销

本报聊城 1 月 27 日
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
员 李兴山 李殿群)
临近春节，各大商场的促
销手段较多。聊城市消协
发布春节消费警示，提醒
消费者冷静面对春节促销
热潮，理性消费。

市消协工作人员介
绍，消费者容易把“促销”
与“实惠”联系到一起，商
家便利用这个心理，通过
各种促销手段进行搭售刺
激消费者重复消费，有的
商家推出的促销产品是积
压商品，商品价格上比较
有优势，但是存在过季和
规格不全的问题，容易产
生购物纠纷。

“促销折扣暗藏玄
机，消费者一定要仔细甄
别”，他介绍，例如“返
券”促销法，消费者很难
找到标价正好达到参加返
券活动的合适商品，只好
购买相应小额商品弥补差
价。还有的商家抬高商品
价格冒名促销，这些都成
为不少不良商家惯用的促
销圈套。

市消协提醒，消费者
要根据经济状况，既要考
虑到后备之需的采购，也
要兼顾到有用才购物。同
时，购物之前应对优惠作
全面了解，货比三家不吃
亏。购物后一定要保存好
发票或购物小票等票据，
以便出现商品质量不合
格、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等
权益受到侵害时维权有证
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