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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酒虽涨价
我市白酒市场价格基本平稳

2010

年元旦已经过去，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传统日
子———春节很快就要到来。自去年年底国酒茅台宣布
今年元旦开始涨价后，国内一些一线品牌白酒产品价
格都或多或少出现了上涨。元旦过去几天了，我市的
白酒市场是什么样状况？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了解。

在民权路，记者发现不少名烟名酒商家店铺售卖
的名酒价格确实已经“变脸”了。民权路上一家名烟名
酒商行的老板告诉记者：“自从知道茅台酒价格要调
整上涨的消息后， 附近很多的烟酒店把茅台酒下柜
了，都是等到涨后再卖。现在市场上，经销商和专卖店
都已经提高了零售价格，而且几乎都是‘有价无货’，

比如说
53

度飞天茅台已经卖到
800

余元一瓶， 我这店
里还没现货。 茅台系列酒现在已经全部都涨价了，多
的甚至上涨了

100

余元， 五粮液酒价格也上涨了几十
元。不过，相比之下，其他的白酒都没涨价，还是原来
的老价格。有些名酒进货价虽然上涨了，但是厂家不
让我们经销商涨，所以，零售价也还是老价格，比如洋
河大曲蓝色经典酒就是这样。”

“那么， 涨价对老百姓的购买力会有影响吗？”记
者问道。

“对于高端白酒来说，上涨几十元百十元钱，算不
了什么，对于消费能力较强的公务活动来说，影响应
该不大， 只要老百姓日常消费的白酒不涨价就行了。

说句实话，这些涨价的高档白酒，买的人不喝，喝的人
不买，涨也好不涨也好，其实与老百姓没多大的关系。

除了送亲朋好友和商务应酬外，一般市民是不会去买
这么贵的白酒的。”老板最后这样告诉记者。

位于工区路原副食商厦隔壁的批发大市场，是我
市经营副食酒类批发规模比较大的一处酒类买卖集
散地。 在市场内一家规模比较大的酒类批发商户门
前， 记者看见搬运工正忙着往车上搬运一箱箱的白
酒。 该经营户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关马上就要到来，

白酒的消费需求量越来越大，我这一车白酒就是运到
息县经销商处的。为了迎接一年中白酒经销最黄金的
季节，我仓库里早就备足了货。”当记者问他知道不知
道茅台、五粮液酒调高价格时，他笑着回答：“茅台、五
粮液那些名酒涨价，但我们经销的白酒不涨价。名酒
涨价对我们来说应该还是好事，能喝那一类名酒的人
毕竟是少数，名酒涨价了，我们的酒就更好销售了。现
在我们经销的白酒不仅不涨价，相反对一些比较大的
购买商，我们还会有一定的让利。”

工区路盐业副食批发大市场也是我市一家较具规

模的综合类批发市场。 在这个市场里面各种品牌的酒
种类非常齐全，一些白酒甚至推出开盖即

100%

有奖的
促销政策。 市场内一周姓经理说：“名酒的消费群体毕
竟只占消费者的一小部分， 它的高端价位令一般老百
姓根本承受不起。涨价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消费者感觉
产品物超所值，那么产品就有了涨价的空间。高档白酒
竞相提价的背后推手是消费市场的购买力，否则，一旦
涨价，产品的销售势必下滑，对于一般大众消费的白酒
尤其如此。名酒的涨价对新品牌也是个机会，使消费者
有了更大的挑选余地。”

在走访中，一些市民也明确告诉记者，高档白酒
价格上调，对自己影响不大，“只要我们日常消费的白
酒别涨价，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一位市民说。

执

法

也

应

照

章

办

事

执法为民， 这是全国人民都
知道的道理；执法守规，这是每一
个执法者上岗前的必修课。 倘若
执法违背了民意， 倘若执法不照
章办事，不知这样的“执法者”到
底代表了谁？

近日，笔者读了《停车费咋恁
高？》（见《信阳日报》

2010

年
1

月
6

日
6

版）一文，便有了上面的感言。

据记者调查， 因故被交警部门查
扣的车辆， 在被指定的停车场停
放时， 日停车费从

20

元至
50

元不
等，而市内的停车场（小车）收费
标准大多在每天

5

元至
10

元之间。

两项对比， 交警部门指定的停车
场在收费上要高于市场几倍。为
什么交警部门指定的停车场收费
标准会如此高？细想一下，不外乎
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被停放车辆
的主人违法或违规了， 他们的车
辆停车费就应该高、“该罚”。但
是，虽“该罚”却又违规；二是交警
部门有些执法者与停车场经营者
有利益关系，存在“图谋不轨”之
嫌； 三是对市民反映强烈的违规
收费问题，物价部门视而不见，有
失职之嫌。民生大于天，民声响于
地，而执法部门却不思、不听、不
做，反而以牺牲民权、民利、民情
为“执法标准”，这种情况，实在是
执法的不幸！

交警执法属于一种政府行
为， 其暂扣车辆同样属于一种政
府行政行为。因此，这种暂扣车辆
的停车场本应由政府自己来
建———政府既然扣了车， 就应该
为车主提供这样一个场地， 并且
承担好保管的职责， 而不应该由
市民来承担费用。现在的情况是，

政府缺乏这样一个自有的场地，

而需要向有关公司租赁场地来停
车，存在一定的成本，只要按照有

关规定适当收取一定的费用，这
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执法
者把自己当做“刀俎”，把受罚者
视为“鱼肉”，不“按套路出牌”，随
手指定一个停车场， 停车费就高
出市场几倍！

何况，

200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93

条明确规定： 对违反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 法规的机动车辆的
停放或临时停车规定， 可以指出
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
立即驶离。 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
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
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

处
20

元以上
200

以下罚款，并可以
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
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指定的地点停放。 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
费用， 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
放地点。《河南省机动车存放服务
收费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豫发
改收费〔

2005

〕

1881

号）第五条还
规定：除车主或驾驶人之外，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委托收费停车场
对行政执法扣押车辆进行拖移、

看管并向车主或驾驶人收取拖车
费、 停车看管费。 执法既不按国
家、省里的有关法规办事，也不按
当地的市场价格办事， 不知这样
的执法应当称之为什么执法、为
谁执法？

由此， 笔者想到了其他部门
的执法， 其行为是否也存在着类
似的情况？由此，笔者套用一句俗
话：执法不按法规办，不如离职去
“单干”；执法不为民做主，不如回
家开出
租。 让他
们也尝尝
如此受罚
的滋味！

《山林被砍伐究竟谁的错》后续报道
南 湾 林 场 是 持 证 合 理 采 伐

《山林被砍伐究竟谁的错》见报
后（见《信阳日报》

2010

年
1

月
8

日
6

版），

南湾实验林场立即作出反应，并提供了
详尽的证明材料，从材料上看，董先生
提出异议的山林确属南湾林场所有，此
次砍伐林场亦办有林木采伐许可证。

董先生所承包的这块林地是
2003

年从河区谭家河乡凌岗村承包的，而
早在

1990

年
5

月
7

日，南湾林场与凌岗村

就这块林地的权属已经达成了协议。在
协议上，记者看到，其林权为南湾林场
所有（南湾林场有林权证、南湾林场与
谭家河乡及凌岗村签订的协议及当事
者三方签章的图纸为证。） 原村支书所
说的南湾林场单方面绘制了规划图等
情况与事实不符。

2009

年，南湾实验林场根据生产的
需要，计划采伐谭家河林区张家山林点
的林木，并按照林木采伐的有关规定和
程序，办理了以上林地的林木采伐许可

证。按照采伐作业设计的要求，以上林
木的采伐方式为主伐，采伐后林地的更
新树种为杉木，主要目的是培育杉木大
径材。

从
2009

年
9

月
26

日开始， 南湾林场
按照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要求，在规定的
边界范围内陆续进行林木采伐， 并在
2009

年的
12

月
13

日之前完成以上林地
的林木采伐任务， 同时开始进行集材、

归楞、运输。

此次发生异议后，南湾林场谭家河

林区当时出具给媒体的是
1990

年南湾
林场与谭家河乡和凌岗村关于清山划
界时签订的协议和相关图纸等附件。在
南湾林场拿来更具有法律效率的规划
图上，记者看到董先生承包的林地在林
场规划图内。

林场方面说，凌岗村的村民以防火
线和界石来区分所属权的说法是理解
上有误，两山之间的防火线并不是边界
线，是为了预防及减缓森林火灾对国有
森林的危害而修建的防火隔离带。因这
块林地紧邻村民的农田，村民在进行农
业生产时经常烧田埂，很容易引起森林
火灾。至于两山之间所立的界石，是村
民的农田与国有林地间的界石，并不是
董先生从凌岗村承包的林地与国有林
地间的山界石。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ＲＩＢ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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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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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业

公

司

称

﹃

没

法

管

﹄

昨日，记者接到市民反映，他所住的阳光
小区，最近接连发生被盗现象，他找小区物业

公司理论，却被告知“没法管。”

这个小区位于楚王城立交桥南侧。 给记者打电话反映情况的代先生告诉记
者：“

1

月
10

日晚上
9

点多， 我开车回家时看见自家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好好停
着，等到

11

点推车的时候，电动自行车就无影无踪了。我家的电动自行车不光安
装了报警器，为防范小偷，平常还用两把大锁前后锁着车子。车子被盗之后，我发
现地上很干净，甚至连搭在电动自行车上的遮挡雨雪的篷布都没留下，很可能小
偷连车锁都没撬直接就把车给拉走了。”

“这么胆大啊！”记者很吃惊，“门口有物业公司的人在看着，小偷敢大摇大摆
直接把车子拉走吗？”

“门口看门的人完全是个摆设。”此时，在旁边看记者采访的另一户居民插言
说：“大门口看门的人根本不管谁进来谁出去，平时只顾自己聊天，天冷时有时甚
至就关起门卫室的大门在里面打牌，陌生人进来出去看都不看一眼。”

“今年元旦前我家也被盗了。小偷半夜把我家阳台上的防盗网撬开，从阳台
上翻进去，把我的手机和钱包的几百元钱偷走了。”此时，一位从单元楼里走出来
的孔女士说道。

“从阳台翻进去？你家住几楼啊？”记者疑虑地问这位女士。

“我家住在三楼，小偷大概是凌晨两三点钟撬开了防盗网，然后进入室内，把我的钱和手机偷走
了。当天夜里我对面

4

楼上那家住户阳台上的防盗网也被撬了，但是没撬开只撬了大豁口子。据那户人
说，他夜晚起夜听到阳台外有响声就打开了房间的灯。小偷看到屋内的灯突然亮了，也许是感觉到被
人发现了，防盗网还没完全撬开，就匆匆逃走了。”这位女士回答说。

“前不久我的汽车停在院内，第二天早上起来开车，才发现头天夜里车门被撬了。万幸的是我在车
里没放什么值钱东西，小偷兴许是没偷到什么值钱物品的缘故，就把我的驾驶证和行车证都拿走了，

害的我这几天天天忙着去补证件。”此时，代先生很恼火地又说道。

记者随后和代先生来到该小区大门口的物业管理办公室。针对记者的疑问，办公室里面一位工作
人员如此回答：“小区内发生盗窃也不是一次两次，过去就经常发生，我家里的东西也被偷过多次，三
轮车、自行车都丢失过。现在我们已经加强了保安措施，白天有一个人看门，晚上也有一个人看门。东
西要真是丢了，我们也没办法管，可以到派出所报案。”

代先生告诉记者， 他已经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到所属辖区的派出所报案， 接警的警察让他耐心等
待。之后，当代先生再次打电话到派出所询问案件办理到什么地步何时才能有结果时，接电话的警察
告诉他：“我们办案办到什么地步还需要向你汇报吗？”代先生只能是无奈地等待下去。

垃圾遍地无人清理

小区清洁到底该谁管？

“儿子过几天就要结婚了，小玲（准儿媳）一直
担心，‘恁脏的过道咋过呀，结婚当天要摄像，恁脏
的地面摄进去多不体面！’”王女士忧心忡忡地对记
者说，“自去年以来，我们也打了不少电话，可到现
在，也找不着头儿，不知道究竟该谁来管？”

王女士所居住的小区位于平桥区龙江路上
的红梅酒家隔壁。

1

月
12

日，该小区部分居民向记
者反映，小区生活垃圾和装修废料一直无人清理

,

给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垃圾遍地影响生活
记者来到该小区， 看到每幢楼之间垃圾遍

地，融化的雪水肆意横流。在第一幢楼下，废弃
煤球、塑料袋等生活垃圾与木板、钉子、砖头等
各种装修垃圾已快堆成小丘。由于垃圾太多，堵
住了地面的排水孔， 导致融化的雪水与楼房外
面自上而下的管道里流出的水无法排出， 覆盖
了过道。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幢楼的居民进出楼房
一般要从第二幢楼前面的平台上经过， 再从高
出一楼过道

70

公分高的平台上跳下去， 绕道回
家。“我的脚就是

8

月份从台子上跳下去扭伤
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区居民告诉记者，

“没办法，你瞧瞧这水淹成啥样了，等到下雪结
冰，这过道更是滑得不能落脚。”

小区居民张先生提起“这垃圾惹的祸”，更
是气不打一出来。他告诉记者，就在上星期，他
骑摩托车从过道过，车胎上扎上了好些个钉子。

张先生表示， 这些钉子是一些正装修的业主乱
扔的。“都是晚上偷偷扔的， 还有的是装修公司
从楼上拿下来顺手扔在小区里了。”

王女士对记者说：“我们是
2008

年入住这个
小区的，算是比较早的住户了。我们都很注意环
境卫生，虽然上楼下楼不方便，但家里的垃圾都
会用袋子装好倒到小区外的垃圾桶里。 可有的
住户就是不自觉， 经常通过阳台或窗户直接就
把垃圾倒下来了。”

问来问去无人管理
谁能约束某些住户乱倒垃圾的行为？ 谁能

负责清理小区内的垃圾呢？据了解，该小区部分
居民曾给平桥区六城联创办公室打过电话，也
曾给开发商打过电话，甚至“急病乱投医”，把电
话打到建筑商那里。 可是仍然没有任何可行有
效的解决办法。记者了解到，该小区没有入驻物
业管理公司，也没有相应的业主委员会。

对此，张先生代表部分居民们表态，我们也
很想成立业主委员会，聘个物业管理公司。可是
我们这里小区居民成份复杂， 我们很难统一一
个意见， 更不知道业主委员会成立需要哪些条
件，聘物业管理公司需要哪些条件。想找开发商
坐下来谈谈，又很难找到开发商。现在信阳创文
明城市，可我们小区这么脏真是影响市容。张先
生和其他部分居民说

:

“找了好几个部门都没有
结果，我们现在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记者拨打了该小区部分居民提供的开发商
的手机号码，但接通后被告之机主不是开发商。

记者就此问题拨通了平桥区房产管理局物
业管理科的电话。该科一位科长告诉记者，由于
房产管理局是物业管理主管部门， 所以负责物
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如果小区内物业
管理公司有工作不到位的情况， 房产管理局有
权让物业管理公司改进。

而该小区没有物业管理
公司，所以房产管理局对
小区卫生清洁等工作不
好进行管理。

记者随后拨通了平
桥区六城联创办公室的
电话。一位负责同志告诉
记者，该小区反映的情况
他们已经实地去看过，但
由于主管部门不好界定，

所以建议居民们把情况
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平桥大队反映，并说该
大队正在开展“安全文明
进社区”活动，有职能管
开发商。

记者咨询了有关人

士，了解到，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居住环
境， 我市于

2004

年制定了《信阳市物业管理办
法》。该办法规定“由房地产开发商建设，出售、

出租给两个以上业主共同使用的物业， 应当实
行物业管理。”“本办法所称物业管理，是指业主
或业主组织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 由物业管
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对房屋及配套
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

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

“已交付业主使用的房屋建筑面积达到
50%

以
上， 或者已交付业主使用的房屋建筑面积达到
30%

以上不足
50%

，但使用已超过
12

个月，尚未
召开首次业主大会的， 应当由开发建设单位负
责牵头组成业主大会筹备组。 筹备组有开发建
设单位、前期物业管理企业、业主代表参加。筹
备费用由开发建设单位解决。”“筹备组应当自
组成之日起

30

日内， 在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辖
区办事处指导下，组织业主召开首次业主大会，

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

记者还联系了平桥区环卫所。 该所负责人
带领工作人员来到该小区后未能与小区居民达
成服务协议。 原因是该小区部分居民虽然愿意
有人定时来负责清洁， 但是目前面临的难题是
如何联络其他住户达成一致意见？ 谁来统一收
取保洁费？ 这在记者看来又是一个物业缺位方
面的问题。

小区没有物业管理是谁之过？ 没有物业管
理的小区的垃圾就这么难以清扫吗？ 记者将继
续关注此事。

图为环卫工人们正在排队等着体检。 本报记者郝光摄

小偷从
墙外翻墙进
入小区内使
用的梯子至
今依然搭在
墙上。

本报记者
孟磊摄

河区为“城市美容师”免费体检

“清晨东方未见光，寒气袭人透身凉。千家万户
尚熟睡，环卫工人已上岗。手握笤帚扫垃圾，推着车

子串街巷。一人负责一大片，保持市容洁又亮。爱业
勤劳最辛苦，社会各界都赞扬。”环卫工人被称作“城
市的美容师”，他们用平凡的人生书写着坚韧和爱岗
敬业。昨日，河区市政管理局传来好消息，该局为

辖内
280

名环卫工人进行免费体检。

“环卫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长期从事又脏又
累的清洁工作对他们的身体损伤非常严重， 许多
环卫工人都是在工作岗位上累倒的。 为了保护我
们的城市美容师的健康，让他们能够放心工作，局
里决定拿出

10000

余元经费给下属
280

余名环卫工
人进行免费体检。”河区市政管理局的副局长马
可告诉记者， 这是该局第一次组织给环卫工人免
费体检，以后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解决工人们的后
顾之忧。

负责市中心城区八一路街道卫生的李大爷今年
快
60

岁了， 正在接受体检的他显得非常高兴。“近年
来，上级领导对我们环卫工人越来越关心，这次又给
我们免费体检，大家都很高兴。”李大爷说道。据了
解， 河区市政管理
局下属的

280

余名环
卫工人分别在

1

月
13

日到
14

日进行了心电
图、 血糖等多项指标
的身体检查。

□

本报记者孟磊

家 和 万 事 兴

“姑娘，我今天特意来谢谢你，前两天
我中了一个

500

多元的锅， 最高兴的是儿
媳妇还给我买了一件大衣呢。” 正在打扫
卫生的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前几天来购物
的那位老太太。“别客气，那是您老的手气
好。”我笑着对她说。

那天， 这位老太太来买保暖内衣。我
就和她多聊了两句：“您买这一套

200

多
的，再加

60

多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
了。”

“你看我一个人在这生活，儿子，儿媳妇
都在外地，天冷了给儿子买一件保暖内衣，别
的没什么需要的，帮我参考一下好吗？”

“非常乐意。那您儿子多大了？”

“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一般大，都是属
老鼠的，今年

36

了。”

“今年是您儿子的本命年，再给您儿
子买套红色保暖衣吧。”我建议道。

“对，对，本命年要穿红色的，我怎么
忘了。”她慈母般的微笑让我感动。

就在开票的时候，我问道“阿姨，您不
给儿媳妇也买一套吗？”

“她挑得很，买不好她是不会穿的。算
了吧！”

“这不一样呀。您给她买，说明心里想
着她，她肯定喜欢。就冲着您这心，说不定
还能中大奖呢。”

老太太想了想说：“你说的对， 姑娘。

我也给儿媳妇买一套吧，也算我当老人的
一份心！”

几天后， 就有了前面开始的一幕。俗
话说：家和万事兴。作为一名普通销售员，

我认为，只要把顾客操心的事当成自己的
事一样用心，就能让顾客时时享受到购物
的乐趣。

（西亚和美广场销售员李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