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饮业

出现“用工荒”

晨报讯 （见习记者

李潇潇） 假期结束了，我

市餐饮业在经过了年夜

饭带来的消费热潮之后，

又遇到了节后“用工荒”。

“年前饭店里有

20

多个服务员，现在只剩下

12

个了， 厨师也由原先

的

5

个减少到现在的

3

个。 ”新区淇河路一家饭

店的老板向记者说道 ，

“这几天饭店的生意特别

好，但很多服务员回家过

年还没回来， 厨师又少，

天天忙得我晕头转向的，

顾客还抱怨我们服务不

周到，没办法，我只好把

爱人和侄女叫到饭店当

服务员。 ”

不少饭店、餐馆的负

责人都说节后服务员难

聘。由于不少打工人员回

家过年还没回来，导致年

后餐饮业人手紧缺，不少

饭店最近都贴出了招聘

启事。

在我市饭店、餐馆打

工的多是附近农村或周

围县乡的居民，他们一般

都要过完元宵节才会出

门打工。还有不少务工人

员希望新年换个新的工

作环境，多种因素造成了

节后餐饮业的“用工荒”。

“洗”生意升温

晨报讯（记者 柯其

其）

1

月

31

日是农历正

月初六， 是春节长假的

最后一天， 记者在山城

区一些洗车行和干洗店

看到， 春节长假结束了，

“洗” 生意火了。

在山城区春雷路的

几家洗车行，记者看到好

几辆汽车都在等候清洗

和保养。洗车工孙师傅告

诉记者，从初五开始洗车

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因为

开车出远门的市民纷纷

回来了，而沾满灰尘的车

也该好好“洗个澡”保养

一下了，所以节后生意才

这么好。

山城区长风路一家

干洗店的王师傅告诉记

者：“没想到初六早晨一

开门，就有这么多顾客光

临， 一天就收了

30

多件

要清洗的衣物。 ”因为春

节期间人们都忙着走亲

戚， 节后马上就要上班，

因此干洗店成了很多人

洗衣的首选。

生意同样火的还有

照相馆，很多市民都要把

外出旅游或亲友聚会时

拍摄的照片冲洗出来。

春节期间有不少市民向

记者反映，很多出租车都涨价

了，起步价涨成

10

元，有些甚

至是一口价，连表都不打。 出

租车涨价现象这么普遍，可相

关部门接到的投诉却不多。

春节涨价已成“惯例”？

1

月

27

日 （农历正月初

二）一大早，新区的刘先生就

和家人一起去给山城区的岳

父岳母拜年。由于人太多没挤

上公交车，刘先生就决定坐出

租车去。没想到司机张口就要

60

元，几乎是平时的两倍，无

奈之下，刘先生只好当了一次

“冤大头”，掏了

60

元上了车。

“平时这段路程上车打表

是

5

元钱，现在司机一口价要

10

元，不打表。 ”与刘先生有

相同遭遇的江女士告诉记者，

1

月

29

日上午她也当了一回

“冤大头”， 司机告诉她 ：“

10

元，要坐就上车，过年了都是

这样。 ”因为时间紧，附近又没

车，江女士只好付了

10

元。

记者采访了十几名出租

车司机 ， 多数司机都表示 ，

春节涨价已成“惯例”。 有位

出租车司机说： “辛苦了一

年， 春节也不能休息 ， 其他

行业春节上班都有加班费，

我们春节期间涨价是理所当

然的。 再说乘客上车前， 我

们也说明了要多少钱 ， 觉得

贵了可以不坐。”

投诉为何这么少？

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种行为属于乱涨价

行为，而很多市民遇到这种事

情后忍气吞声，客观上纵容了

这种乱涨价行为的发生。

市交通局运管处的工作

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出行时如

果碰到乱涨价的现象，可以拨

打

96520

或

3388177

投诉。如

果市民当场拨通了投诉电话，

运管处的工作人员会让司机

接电话，直接纠正并制止他的

乱涨价行为；如果市民事后拨

打投诉电话，运管处的工作人

员会将该车辆的车牌号记录

下来，到

2

月

1

日正式上班后

集中处理。

尽管私下抱怨车价太贵

的人很多，但道路运输服务热

线接到的投诉电话并不多，每

天大约只有一两个。 究其原

因，一方面是一部分市民认为

在春节这样一个合家团圆的

日子里，出租车司机还要奔波

在大街小巷，适当涨价也是可

以理解的；另一方面 ，很多市

民因为维权意识淡薄而自认

倒霉。 不少市民根本就不知道

投诉电话，被“宰”了之后也只

是发几句牢骚便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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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依“惯例”涨价没商量

乘客少有投诉

晨报见习记者 王飞霞 张慧 李潇潇

A 型血

存量告急

市血液中心

呼吁市民积极献血

晨报讯（见习记者 白

瑞）

2

月

1

日上午，新区黄河

路和云梦巷交叉口， 市血液

中心的采血车正在紧张地忙

碌着。仅一个上午就有

20

多

个市民参加无偿献血， 献血

者的血型以

B

型和

O

型为

多，

A

型血的志愿者只有两

三个， 属于“血液偏型 ” 。

据市血液中心值班主任崔丽

萍介绍 ， 这段时间由于

Ａ

型血患者用血量增多， 而我

市

Ａ

型无偿献血者相对减

少， 目前市血液中心库存

Ａ

型血液低于正常库存量， 暂

时短缺。

据崔丽萍介绍， 本周献

血车会在新区、 山城区以及

两县固定地点采血， 血液中

心呼吁符合献血条件的

Ａ

型血的市民近期参加无偿献

血 ， 以增加

Ａ

型血液库存

量， 保证我市正常医疗临床

用血。 春节期间， 市民食用

油炸食品、 猪牛羊肉居多，

有意参加无偿献血的市民要

注意饮食清淡， 以保证血液

化验的转氨酶值符合献血规

定 ， 献血时请带上身份证

件。

晨报讯（见习记者 张凯

培 通讯员 史瑞杰）

1

月

28

日上午，高速交警鹤壁大队指

挥室接到报案：一辆由北向南

行驶的液化气罐运输车在京

港澳高速公路

571

公里处发

生侧翻 ， 液化气罐散落了一

地。

液化气属于危化物品，车

辆侧翻后车体情况不稳定，随

时可能引燃继而引起液化气

罐爆炸。同时由于高速公路上

来往车辆较多且车速较快，散

落的液化气罐可能被其他车

辆撞上，引发二次事故 ，现场

情况非常危急。

高速交警鹤壁大队民警

接报警后， 在薛山大队长和

张国宪副大队长的带领下迅

速赶到现场控制局势 ， 组织

民警设置警示牌 ， 并对该路

段进行临时管制 。 同时按照

《鹤壁大队危化物品交通事故

处置预案》 规定 ， 及时通知

消防、 路政 、 施救队等相关

单位赶往现场 ， 防止事态进

一步扩大 。 高速民警 、 消防

战士、 路政工作人员等迅速

将散落的液化气罐搬至安全

地带， 经过

30

分钟奋战， 散

落的液化气罐全部被安全转

移， 高速公路恢复了正常通

行。

经民警现场勘察得知，该

货车侧翻是右后轮爆胎造成

的。

液化气罐车高速公路上侧翻

多方奋战 30 分钟转危为安

晨报讯 （记者 邓少华

见习记者 叶晓伟 常亮）

2

月

1

日， 记者从市旅游局获

悉，春节黄金周期间，我市共

接待游客

48.84

万人次，同比

增长

9.48％

； 旅游综合收入

6871.78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12.2％

。 未发生一起旅游安全

事故，旅游投诉为零。

为迎接首届中国（鹤壁）

民俗文化节，市旅游局对浚县

正月古庙会在旅游接待、服务

质量、民俗文化活动、美食文

化展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督导

和周密安排。 淇县推出“云梦

古代军事文化游”、“古灵山寻

根祭祖朝拜游”和“殷商文化

大展览”三大主题活动 ，并通

过开展摄影 、 征文等有奖活

动，与游客互动。

我市景区（点）黄金周期

间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措施。淇

县云梦山景区，我市市民凭身

份证，农历正月初九至正月十

四门票从

50

元降至

5

元 ；外

地游客组团

7

人以上可享受

9

折优惠 ；

60

岁至

70

岁老人

凭身份证或老年证在农历正

月初六、十六、二十六免门票，

其他时间门票为

5

元，

70

岁

以上老人免门票；农村户口的

游客享受五折优惠， 其中

45

岁以上的游客票价

5

元。淇县

古灵山景区，农历正月初一至

初三市民可免费游玩。浚县大

伾山的

60

元门票和浮丘山

30

元门票， 春节期间可通票

购买， 通票价为

70

元，

60

岁

以上老人凭身份证享受五折

优惠 ，

70

岁以上老人凭身份

证免票。

春节期间， 云梦山景区、

大伾山景区、枫岭公园 、淇河

乐园、 新世纪广场游客如织，

到处洋溢着人们的欢声笑语。

我市牛年旅游开门红

七天假揽金六千八百余万元，同比增 12.2

％

年货过剩成

甜蜜“负担”

晨报讯（见习记者 李

潇潇）春节假期已经过完了，

但许多家庭节前储备的年货

还剩下不少， 这么多食品吃

之不尽，弃之可惜，成了甜蜜

的“负担”。

“我家剩下的年货足够

我们全家吃上一个月了。”新

区佳和豪苑的张女士向记者

说道。 张女士告诉记者， 她

家现在除了鸡鸭鱼肉、 瓜果

蔬菜 ， 还有满满两大箱馒

头。 “家里的冰箱， 光鸡鸭

鱼肉就塞满了， 从老家带来

的两大箱杂面馒头没地方

放， 只好放在地下室 。” 张

女士说， “天越来越暖和

了， 这么多年货吃不完可怎

么办呢！ ”

山城区梁先生的两个儿

子已经在郑州定居了， 平时

因为工作忙很少回来， 只有

趁着春节假期全家才能在一

起聚一聚。 为了让一大家子

吃好喝好， 梁先生和妻子年

前准备了充裕的年货， 家里

吃的喝的东西占了半个地下

室。 可没想到， 今年孩子们

早就在饭店订好了年夜饭，

所以没在家里吃年夜饭。 假

期里孩子们又忙着走亲戚 、

参加同学聚会， 都是在外面

吃饭， 家里准备的年货根本

没吃多少。 现在两个儿子回

郑州了， 梁先生和妻子看着

剩下的一大堆年货， 着实犯

了愁。

不少人都有类似张女

士、 梁先生家这样的情况 。

一些家庭为了过个“肥年”，

不惜在年前大操大办， 准备

了丰盛的年货。 春节期间亲

朋好友之间互相赠送的礼物

也以食品为主， 这就导致过

完年还有很多市民家里剩下

的年货堆积如山， 成了甜蜜

的“负担”。

共建和谐

1 月 31 日，慈善志愿者在鹤壁火车站义务打扫卫生。 为了给旅客创造洁净舒适的出行环境，春运期间慈善志愿者到火车站擦

玻璃、清扫垃圾，用自己的辛勤劳动积极投入到和谐春运中去。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