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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深民慨歎：百元唔襟使
日用品食品價瘋漲 民眾購年貨手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敖敏輝深圳、
廣州 報道)「一盅兩
件」(即上茶樓喝茶，一
邊品茗一邊享用點心)一
直是廣東人飲茶的生活
方式。在廣州荔灣老城
區居住的侯伯，多年來
堅持飲早茶的習慣。
但今年以來，他去茶樓
的次數少了很多。記者
見到侯伯時，他正從菜
市場買菜回來。
「我以前都很少去菜

市場，這個時候可能在附近酒樓飲茶了。沒辦法，老太
婆不讓我去茶樓，改去菜市場了。」以往每年難得進一
次菜市場的侯伯，今年以來每周都去兩三次。以往對米
油鹽價格無概念的他，如今對每日菜價則十分敏感。侯
伯說，菜心每斤4.5元，袋裡的錢越來越「不經用」。

昔嘆「一盅兩件」今勤跑菜市場
侯伯稱，他們夫妻二人和兒子兒媳住在一起，兒子一
家開士多店，以前有一份工作的兒媳今年上半年失業。
全家5口人的收入主要來自他每月2,500元的退休金和士
多店不穩定的利潤。妻子每月也有500多元象徵性的退休
金，但如今物價上漲，這點錢還不夠半個月的買菜錢。
侯伯介紹，以前飲早茶的老街坊，這兩年也有多人改變
了這個習慣。

房租連漲50個月 白領年半3搬家
而年輕人頭痛的則是房租問題，內地一線城市的房租

堅挺，今年12月，廣州的房租已經連漲超過50個月。其
中，11月，廣州房租價格比去年同期大漲四成，漲幅為
歷史之最。
在廣州天河上班的白領商先生告訴記者，節節攀升的

樓價令他倍感壓力。「我一年半時間已經搬家3次，從
棠下到車陂，再到黃埔，之後又從城東搬到城西的芳
村，租金越來越貴，住得越來越遠。」他說，每次上交
1,000多元的房租，都覺得心有不甘，卻又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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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瀋高鐵獲批覆 單程縮至2小時30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
醫生被病人家屬打傷，醫院被打砸，似乎經常可
以見到類似的報道。據不完全統計，今年，被媒
體爆出的傷醫案件已近3宗。面對暴力傷醫愈演愈

烈，多位受訪醫生表示，在工作中會挑選患者規
避風險。
醫生和患者，他們共同的敵人本該是疾病，現

在二者的關係卻變得劍拔弩張，甚至是刀戈相

見。如此狀況，記者採訪到的多位醫生都表示
「習慣了」。他們開始在工作中挑選患者，規避
風險，力求自保。
無奈之下，醫生們拉起橫幅要「還我尊嚴」，

有的醫生在問診的時候，除了要帶聽診器，還要
帶辣椒水來防身，還有一些醫院的醫生不僅需
要學醫術，還需要學武術。

醫生：傷醫案頻發 擇病人避險

香港文匯報訊 備受關注的北京至瀋陽客運專線
(京瀋高鐵)有了最新進展。中國鐵路總公司官方微網
誌「中國鐵路」發佈消息，北京至瀋陽鐵路客運專
線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已於今年12月獲國家批覆，中
國鐵路總公司啟動京瀋客專施工準備工作。該項目
建成後，北京至瀋陽間的列車運行時間可由原來的
4小時48分縮至2小時30分鐘。

總投資逾1200億 時速擬達350公里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北京至瀋陽鐵路客運專
線自北京鐵路局樞紐星火站引出，途經河北省承德
市，遼寧省朝陽、阜新市後接入瀋陽鐵路樞紐瀋陽
站，全長709公里，總投資1,245億元人民幣。該項
目的可行性研究已於2013年12月獲國家批覆，擬
按時速350公里標準設計建設。
該項目的建設實施，將把首都北京和東北最大城市

瀋陽更緊密地連接起來，項目建成後，北京至瀋陽的
列車行程可由現在的4小時48分，壓縮至2個半小時
左右。同時，京瀋客專與哈大、京滬、京廣等高速鐵

路連接，形成東北地區通往全國各地高效、便捷的快
速客運網路，大大縮短東北地區主要城市間以及與全
國各區域間的時空距離。
目前，中國鐵路總公司已會同沿線省市啟動京瀋

客專的施工準備工作，力爭早日開工建設。

環評難題「獲解」星火站變客運站
記者了解到，京瀋客專原計劃於2009年6月開工

建設，2012年竣工通車。但由於京瀋客專原設計自
北京站出站後至星火站，設計線路是沿京包鐵路線
原線改建，而在該路段兩側200米範圍內，密佈
住宅等敏感點。為避免噪音、振動及電磁輻射污
染，規劃沿線的10餘個小區居民拒絕京瀋高鐵從家
門口經過，最終三次環評均未通過。
今年8月，陷入停滯的京瀋客運專線最終決定「改

線」。始發站由北京站改為星火站，從星火站以南
至北京站之間不再修建高鐵，旅客可以乘坐規劃建
設中的地鐵進入北京市區。今年11月中旬，改線後
的京瀋客專進入環保部的環境影響評價審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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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家統計局最近公佈數據顯示，全國1-11月平
均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2.6%，同

期廣東CPI累計上漲2.4%，儘管其漲幅似乎不大，
但是，許多民眾卻都感到錢一點都不經用。深圳劉
姓家庭主婦告訴記者：「為了省錢，我拿300元在布
吉鐵路農批市場，儘管是批發價，只買了些牛腩、
豬肉和水果等，數量並不多，但錢很快花完。」她
丈夫胡先生聽後頗覺無奈，作為白領的他，工資幾
年來從未上漲，自然感歎現在錢一點也不經用。

樓價房租人工 拉高物價
在物價節節高漲的背後是高樓價、高租金及人工
成本上升「三高」帶來的「貢獻」。今年以來，廣
州和深圳新樓價格均上漲20%，並推動住房租金上
漲。據國家統計局廣東調查總隊公佈數據顯示，廣
州和深圳住房租金分別連續高漲50個月和18個
月，而廣東今年最低工資也上調逾10%，這些因素
均令許多商品價格水漲船高。
元旦和農曆新年即將來臨，記者走訪了多家超
市、農貿市場等，許多市民忙準備年貨，包括臘
腸、木耳、豬肉等，其價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漲，
更有許多商品價格是輪番上漲，以前是米和油持續
大漲，現在比較穩定，而奶、雞蛋、豬肉和牛肉等
則節節上揚。
記者在布吉德潤超市發現，蒙牛、伊利等牛奶紛
紛漲價。前來買奶的周女士感歎，「我女兒很喜歡
喝蒙牛水果味真顆粒，其250毫升12包規格的現在

已漲至42元，而年初只在35元，漲幅達20%，
唉，真的喝不起啊！」該超市水果銷售負責人稱，
其貢梨、蜜梨等也上漲了兩成。而在德興花園惠民
工程蔬菜銷售點，15枚裝鮮雞蛋近幾日來上漲一
成，達11元。同樣，在德興花園集貿市場，芹菜、
筒蒿等漲幅也逾一成。而排骨以前售22元，現在升
至25元，也上漲一成多。

超市商品價格 輪番上漲
根據福田農批市場的數據顯示，普通鮮肉中，牛

羊肉價格再攀高峰，羊肉批發價從每斤40元漲至44
元，牛肉則從每斤36元漲至38.5元。記者在羅湖區
翠竹華潤萬家看到，其銷售的優質農家黃牛肉，最
近又上漲了3元，從每斤59.8元漲至62.8元。王姓
家庭主婦稱，她本來打算買點牛肉，但看到如此高
價後便卻步，轉向買豬肉。另據中農網披露最近農
產品數據顯示，最近兩周，農產品集團綜合的農產
品價格指數最高達到158.46，隨農曆新年的到來
和天氣更冷，未來農產品價格進一步看漲。
由於大部分商品物價均上漲，多數民眾盡量節衣

縮食。隨新年到來，他們均期盼明年物價能夠保
持穩定，以免變相令收入持續縮水。中國社科院社
會學研究所副所長張翼表示，國內多地的調查數據
顯示，民眾對個人經濟狀況的滿意度低於對國家經
濟的滿意度，他們對自己的「小腰包」充滿憂慮。
他分析認為，造成這種結果的最大原因就是通脹，
物價上漲影響了居民的生活品質。

今年部分食品漲幅對照表
商品名稱 年初價格 年底價格 漲幅

（元） （元）
排骨 21 25 19%
生薑 5 7.3 46%
黃牛肉 55 63 14.5%
雞蛋 5 5.68 13.6%
蒙牛果粒多牛奶 35 42 20%
雪梨 3.2 4.5 40.6%

製表：本報記者 李昌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

昌鴻、敖敏輝 深圳、 廣

州報道) 內地物價飛漲，

不少日用商品升幅遠超通

脹，其中牛羊肉價格創高

峰，而牛奶、蔬果和青菜

等食品的價格升幅更高達

二成以上。即使農曆新年

將至，廣州、深圳等地的

居民亦不敢大手購買年

貨。他們在購物時慨歎，

如今的百元大鈔似乎顯得

有些「不經用」(廣東話：

唔襟使)，希望明年的物價

可以穩定下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敖敏輝 深圳、
廣州報道)為應對節節高漲的物價，廣(州)深(圳)等
地市民紛紛想出五花八門的妙招來慳錢，不少家
住口岸附近甚至遠至深圳關外的市民，會趁周末
到香港掃平貨。
隨人民幣不斷升值，目前用人民幣到香港購

物，相當於打八折，加上品質好，珠三角的民眾
紛紛赴港購買便宜商品，包括洗髮水、護膚品、
奶粉、甚至小到牙膏等。深圳白領胡小姐告訴記
者，她經常去香港購物，而目前維多利亞公園舉
行的工展會更雲集豐富的海內外商品，包括美容
保健、生活家居、兒童用品和美食等，有的商品
甚至低至1元。因此，她計劃元旦邀同事和朋友
一起赴港逛工展會，準備花費2,000元至3,000
元。

超市特價日 民眾執平貨
而更多的深圳市民，則趁超市特價日執平貨。

記者在華潤萬家翠竹店看到，許多人圍在一起挑
揀黑木耳。一位大媽表示，以往一斤要60元，現
在只需45元，優惠幅度達四分之一。因此，她聯
同幾位鄰居前來挑選，可以省不少錢。

市民妙招慳錢
周末赴港掃貨

■物價高漲，正改變不少老
廣飲早茶的傳統習慣。

本報記者敖敏輝攝

■■內地物價飛漲內地物價飛漲，，其中蔬菜等食品的價格升幅高達二成以上其中蔬菜等食品的價格升幅高達二成以上。。
圖為一名廣州市民在購菜前對照價格圖為一名廣州市民在購菜前對照價格。。 本報記者敖敏輝本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