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价在涨、肉价在

涨、粮面在涨、水果在

涨，就连方便面、饮料也

在“趁火打劫”。近几年
以来，物价全面上涨，

“蒜你狠”、“姜你军”

和“糖高宗”，还有“豆

你玩”等一系列网络热词

的出现，然而，每一个谑

称背后，都是小市民们面

对物价赤裸裸上涨势态所
表现出来的调侃与无奈，

于是“菜奴”和“海豚

族”应运而生。

面 对 不 断 攀 高 的

“ CP I ”，你是否也感
叹，物价上涨真的一点都

不新鲜了。明天早上的菜

市场，青菜的价格或许又

要高于今天。物价，就像
是一只虫子，正蚕食着经

年累月上涨不多的薪水，

以及本来就不盈余的幸福
感。

一天两餐，

“被减肥”的无奈

潍州路金融街附近矗
立起越来越多的高档写字
楼、豪华居民区，物价持
续上涨或许让这里的白领

们大呼吃不消，时装、咖

啡贵了、娱乐场所消费也

高了，但无论如何恐怕都

不会影响到他们基本的生

活质量。然而与之形成强

烈对比的，是金融街对面

一条胡同里，住着的那两

位空巢老人，已经由一日

三餐改成了两餐。

72 岁的谭清华老人已

经卧床不起 10 多年了，

自从那次脑血栓后，腿就

没了任何知觉。几年前，

他向所在的社区居委会申

请了低保家庭困难补助申

请，或许每月多出来的
300 多块钱，在很多人眼
里都微不足道，但对于老

谭两口来说，已经是雪中

送炭。

谭师傅，周围的邻居

都这么称呼他。他曾经是
汽修厂的一名车间工人，

有很好的修车技术，手下
教出的徒弟少说也有二、

三十个，不少有出息的徒

弟已经开起了自己的汽车
修理厂，成了名副其实的

小老板。“很多徒弟很孝

顺，经常来看我。”头发
已经花白的谭师傅伸手摸

了下其中一个徒弟送来的

紫砂茶壶自豪地说，由于

年轻时干活用力过度，他

的十指已经呈现诡异的弯

度。“俗话说，救急不救

贫，现在什么都在涨价，

真的有点吃不消了。”

谭师傅的老伴从年轻

时就没有工作，因此老两

口就靠谭师傅那点微薄的

退休金生活。到去年，谭

师每月的退休金涨到 1100

元，谭师傅算计着：每月

拿出 460 元作为基本生活

费，他和老伴都有高血
压、心脏病，平均每月药

费、医疗费也得 360 元左
右，再就是每月电费 80

元、电话费 50 元等。这

样下来，不计算饮食支

出，每月几乎剩不下多少

钱。偶尔，老伴需要住
院，就会把两人辛辛苦苦

攒下的一点积蓄花个干
净。

“平时多半下面条，

搁点油，撒点盐就行了。

再就是泡方便面，就点酱

豆腐、榨菜就可以应付一

日三餐了。”谭师傅言语

里充满无奈，从去年冬天

以来，一股涨价风刮起，

就连这样毫无质量的三餐

也很难保证了，他和老伴

不得不将一日三餐减少为

一日两餐。上午十点吃一
顿，下午四点多再吃一
顿，“晚上早睡就感觉不

出饿来了”。

说话间，谭师傅的老

伴从外面买菜回来了，一
件的确良的绿褂子晃晃荡

荡挂在老人清瘦的身上，

脚上的黑凉鞋也有多次补

过的痕迹，可能穿得太

久，上面已经布满褶皱。

“以前胡同口的刀削
面 5 元 1 碗，现在要 8 元
1 碗；以前鸡蛋 3 . 4 元/

斤，现在要 4 . 7 元/斤，都

不敢吃了。”这个小老太

太抹了抹眼角说，儿女本

身都不富裕而且又在外地

打工，家里就剩他们老两

口，自然也不好意思再问

孩子们要钱。当鸡蛋涨至
4 . 5 元/斤时，她和老伴曾

下定决心不吃鸡蛋，以便

一天省下两个鸡蛋，结果

最终熬不过，还是又吃鸡

蛋了。“营养跟不上就容

易 生 病 ， 还 得 花 钱 买

药。”老人苦笑着说，现

在猪肉十六、七元一斤，

算来算去还是吃鸡蛋最便

宜。

“这样的低保对象，

我们自然是想尽办法帮

扶。”院校街社区居委会

工作人员马主任说，虽然

谭师傅每月有退休金，但

考虑到他老伴没有经济来

源，两人的身体又都不

好，所以每月补贴他们
300 多元。“但看到两位

老人生活水平随着物价上

涨直线下降，我们也是心
里跟着着急。”马主任

说，社区依然每年冬天都

会来帮两位老人生炉子取

暖，平时逢年过节也会过

来探看，尽量为老人添一
些米、面、油等日常用

品。

刚当房奴，

又成“菜奴”

前些日子，在玉清东

街一幢写字楼里上班的田

真发现，外卖里附送的豆

浆没有了。几乎就在同一
天，她经常吃的胡萝卜包

子从一块变成了一块二，

更让她吃惊的是：“怎么

包子皮也变厚了？”

变化几乎体现在方方
面面。大包沙琪玛从八块

九变成了十二块六，常吃
的老婆饼从六块变成了八

块，超市里几棵油菜竟然

标价两块五毛钱。老公每

天用来当宵夜的煎饼果子
价钱倒没变，可是鸡蛋贵

了，加三个鸡蛋的煎饼果

子从三块五变成了五块。

此外，一个月以来的白糖

涨价已经影响到了她爱吃
甜食的喜好，她喜欢吃的

米花糖从上个月 7 元/斤

涨到了 8 元/斤。

田真今年 29 岁，四

年前与同在潍坊打工的男

朋友共同走入婚姻殿堂，

组成了美满的小家庭。然

而，美好的感情生活，并

无法填补“经费”欠缺所带

来的遗憾，尤其是从今年

年初开始，在工资没有任

何上涨迹象的情况下，物

价却像是脱了缰的野马。

他们开始渐渐为了柴

米油盐争吵，田真有时会

绝望地想，不如离婚算

了，是谁说的贫贱夫妻百

事哀。两个人每月都只拿

一千五百元左右的固定工

资，既要还贷款，又要维
持基本生活，还想“奢

侈”地留点积蓄，所求不

高，却很难实现。最近争

吵，是由一捆油菜引发。

那天晚上 7 点，田真走到

金马路家乐家附近，割了

三两猪头肉，买了一捆油

菜，共计 11 元钱。那天

工作很辛苦，她想着早点

回家，便没有等着“打折

时间”到来，匆匆回了

家。哪知回家后，丈夫非

但没有安慰她一天辛苦工

作，反倒埋怨她，为什么

不等到打折时候再买。毕

竟她买完后已经快八点

了，按照惯例，佳乐家八

点半到九点之间，就会开

始对蔬菜打折。

田真委屈极了，自然

又哭又闹和丈夫吵了一

宿。丈夫耐心地安慰了

她，“我也不想如此委屈
你，现在什么都贵，就得

想办法省啊”。

“以前社区大妈们热

衷的超市优惠单，不知道

什么时候我也开始留心
了。”现在田真去超市，

专盯那些挂黄色牌子的，

因为这都是打折的、特价

的，买了就是“捡漏”。同一

种商品，她总要在心里换

算一遍，挑性价比最高的

买，货品有散装的就不买

包装好的，超市打烊前总

爱去看一下，“扫扫底”。

田真最近另一个发

现，就是自己取钱频率变

高了，以前三百五百地

取，现在八百一千地取。

朋友聚餐，以前没什么感
觉，现在参加前要先打打

算盘了。但是好的一点

是，最近聚餐也心照不宣
地少下来了。

“物价飞涨是每个人

都要面对的，我只是其中

之一。”田真认为，物价

起伏对他们这样“双职

工”家庭来说，不会有

“灭顶之灾”，也未必真

的对生活质量造成太大的

改变，某种程度上，这更
像是一种心理压力。

好日子宽裕点过，穷

日子紧巴点过，这是田真

刚感悟到的生活哲学。自

从近来物价上涨，她就就

不怎么在门前的菜市场、

超市买菜了，而是到南下
河选购。“这边的菜价普
遍比我们周边便宜了 1 元

钱左右，牛肉更是便宜了

2 元钱，一次买个 7 斤

肉，就能管两周了。”田

真说，多买一点，来回的

车费也能抵消。

最缺的是
生活安全感

“毕竟幸福的家庭生

活，来自社会的安全感是

必不可少的。”物价“冷

暖”，中低收入人群先
知。可是对于月收入在
3500 元以上的沈懿来说，

他看待物价上涨有另一番

感悟。

沈懿是公安部门的一

个普通公务员，每月各种

费用补贴加起来收入 3500

元左右，他的妻子也是一

位公务员，两人月收入加

起来在 7 0 0 0 元以上。因

此，他坦言，自己的基本生

活质量并没有因为物价上

涨，受太大的影响。“每月

还贷款 1600 元左右，剩下
5000 多元自由支配，我和
妻子足够用了。”

然而话虽如此，面对

处处涨的生活，他也有些
“不淡定”了。最近发

现：不论是在单位周围吃

饭还是叫外卖，都会看到

“因为物价上涨，饭菜价

格也随之上调”的通知。

在自家小区对面有一家中

式快餐厅，年初的时候，

一份有饭菜有汤的套餐需
要 12 元。现在，同样的

东西变成了 16 元。“这

个涨速，谁吃得消。”

“不过，整体来说物
价对我们的影响还不是很
明显，因为平时日常生活

花销在我们家庭支出中所

占的比例并不是太大。”沈

懿说，他家目前最大的开

销就是“小公主”，女儿一

岁多了，每月奶粉钱就要
1500 元，此外各种小衣服、

玩具、尿不湿等等又得花

去将近 1000 元。

沈懿掰着指头数，现
在棉花涨价厉害，去年棉

花单斤价格还在 16 元左

右，做一床双人大棉被算

上手工费，只要 120 元。

可是今年给女儿做小被子

时发现，棉花单斤价格已
经涨到 26 元，做了一床

单人小被和去年做大被子

时花的钱数相当。此外，

由于棉花价格上涨，棉布

价格自然水涨床高，给女

儿买件小衣服动辄也得

一、两百元。“前两天做

了一床新床单被罩，发现
纯棉布料竟然涨了好几

倍。”他惊奇地发现，前

年还不到 20 元一米的布

料，现在居然飙到了 60

元一米。

“随着女儿年龄增

长，吃得多了，奶粉钱自

然要跟着投入。”沈懿

说，女儿一直喝的是一种

叫纽利兹的进口奶粉，一

桶就要 300 多元，最近半

年每桶又涨了将近二十

元，一个月算下来就得多

花 100 元。

物价失去控制似的上

涨，最大的影响就是生活

的没有安全感。沈懿说，

攒钱是每一个人面对物价

上涨的“本能反应”，虽

然现在收入够花，但是眼
看物价噌噌上涨，如果再

不攒钱，难保以后会在钱

上受难为。“妻子一个月

没有买猪肉了，做饭少，

而且猪肉现在好像挺贵

的。偶尔做饭，都是素菜

为主，或者买鸡肉、鱼

肉。”提起物价对他生活

的影响，他说再有就是现
在水果也挺贵的，稍微买

一些就要好几十块钱。

沈懿说这些时带着些
许无奈，他像众多的“ 80

后”一样，已经成立了自

己的小家庭，工资收入不

算太高，但在这样一个小
城市也可以过得潇洒自

在。他对物价飞扬没有咬

牙切齿的憎恶感，他明白

这是社会的一种连锁反
应，没法说究竟是谁对谁

错。但是他或多或少有些
失望：“如果涨价仅仅集

中在房子、首饰、服装等

奢侈品上倒还好说，可这

轮涨价狂潮中偏偏是日用

品充当涨主力”。

沈懿说，在他看来，

物价是魔术师，我们是金

鱼，让我们摆方阵，我们

也没办法摆成圆的。在高
物价的调教下，大部分人

都修炼成省钱家，把智慧

都倾泻在节约生活成本这

件事上。有人恨不得退化

成兔子，天天啃点菜叶

子。有人被迫变成“出家

人”，从一天吃三顿肉改
成三天吃一顿肉。这些被

逼着培养出来的“生活情
趣”，无不侵蚀着每个人

的幸福指数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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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涨””潮潮生生活活
本报记者 王琳

各种蔬菜的价格居高不下，让居民觉得“菜篮子”越来越重。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