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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有梦想，有希望
2010，伴随着寒冬里一股股凛冽的北风，裹挟

着满满的喜悦与悲伤、疑惑与无奈、满足与失落，
匆匆与人们作别。

2011，当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扑满胸怀的时候，
如散落的水珠般平凡的你、我、他，又映照出一个
什么样的七彩梦想？

2011，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心中又会腾起哪
些梦想？是在新的一年里拥有那辆看了多次的轿
车，是还完每月的房贷后工资卡里还能多一些剩

余，是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远在乡下的父母，还是让
刚接来城市读书的孩子能有和他的同学一样的玩

具和图书……
人们默默许愿；我们细细记录。
阳光再微弱，总能让寒风中的我们感到温

暖；希望再微小，总能让前行中的我们鼓足勇
气；梦想再斑斓，总要靠我们一步一步地去实
现。

新的一年，我们一起，拥抱阳光，奋力前行。

拥抱阳光 奋力前行
□晁明春

□田可新 报道
“现在不是特别流行称呼人‘××奴’吗？

我就是这‘奴一族’。”1月2日下午，正在单位
加班的赵炎这样自我解嘲道。

赵炎今年31岁，来济工作已8年，目前在一
家公司从事销售工作，他用“奴的生活”概括了
自己的2010年——— 贷款买了一套两居室，每月工
资的大半部分用来还款，实实在在地要做几十年
“房奴”；儿子已经3岁，为了能让他上个好幼
儿园已经费劲了周折，一个月的吃穿、图册、玩
具的花费顶上两个大人的开销，夫妻俩都成了全
天候的“孩奴”；为了提升工作业绩，每天加班
加点自不必说，还要努力开发市场，时刻与客户
保持紧密联系，一到节假日更要忙于筹备各种推
介会、答谢会，又成了标准的“节奴”……“这
一年，我就没怎么休息过，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
了。”赵炎叹了口气，他去年只在春节时回农村
老家看望了父母，现在还很愧疚。

赵炎说，面向2011年，他但愿今后的日子能
更有序些，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陪陪家人，
去轻松生活。“可而立之年的人，身上的责任最
重，工作的压力最大，或许这一年，我‘奴’的
头衔会越来越多，或许经济负担会更大，或许少
些压力的想法，又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新年愿望而
已。”

“奴一族”赵炎：

压力尽可能小一点 □李洪川 报道
“饺子刘”是常来照顾小摊水饺生意的客人们

送给刘家杰的绰号。刘家杰的小摊位于历山路和
山大南路延长线的交叉口，以现包的手工水饺闻
名于附近夜归的人流。每晚9点半到凌晨3点，这是

“饺子刘”的营业时间。
“新年愿望？除了家人健康平安，生意红火之

外，就是想买辆新车，这个老伙计有点使不上劲
了！”刘家杰一边和媳妇擀着饺子皮，一边诉说着
新年的愿景。“贷款申请送上去一个星期了，现在
还没信呢！现在国家不是鼓励服务业发展吗，我这
也算是服务行业吧？”

话虽这么说，但贷款到底能不能批下来，刘家
杰心里还是没底。“不瞒你说，在我们农村贷款还
是挺难的，各种手续和担保能跑死人不说，去办事
还得处处看人脸色！如果贷款能顺利批下来，我打
算换辆新车，除了饺子之外，还可以多增加点菜
品，办成一个流动餐车，肯定受欢迎！”

“饺子刘”：

贷款下来，换辆车

□刘江波 报道
几天前，记者再次来到一个月前曾采访的一

处工棚时，工程已近尾声，再加上天气寒冷，已
有几位农民工提前返乡。然而让记者印象最深刻
的一位农民工却依然留了下来。国佃江，今年刚
刚19岁，他很安静，没有多少言语，周围的民工
在说话的时候，他总是选择倾听。小国喜欢上
网、听音乐，来到工地的四个月的时间里，小国
已经向工头借了1000多元，这在一起来的工友中
是最高的。

这已经是国佃江的第四份工作，电子厂、轮
胎厂和水果加工厂等，小国都曾去过，但时间最
长的一份工作是在水果加工厂干了一年，其余的
都仅有几个月。现在来工地上干建筑，也是在逼
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俺爷(爸)也是干
建筑的，我当时辞职回家没有什么事做，他就给
我找了这份工作。”小国说，“打工的感觉很被
动，干完这期，就再也不干建筑了。”

尽管每天70元是自己打工拿到的最高工资，
但是小国总是梦想着能够自己干点事。“我真的不
想干这个了，有时候很累，并且冬天真的很难熬。”
国佃江说，“我想去学厨师，俺姑姑就在家里的饭
店里当厨师，可以跟着她干，等学好了就自己开个
店。”这就是小国在新的一年中的梦想。

在记者到这里的前天晚上，帐篷中突然停
电，国佃江睡觉全凭电热毯，结果在当晚瑟瑟的
寒风中，他一晚上没有睡着，第二天就得了感
冒。为此，小国又向工头借钱，跑到批发市场买
了新的毛衣和棉裤。今天帐篷中再次停电，小国
不知道晚上能不能睡着。

新生代农民工国佃江：

自己开个小店

□李洪川 报道
“新的一年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再频繁搬

家，让住房不再成为我生活的最大负担。”目前
租住在北园大街某小区的张柯生满怀期待地说。
张柯生是典型的“漂一族”，家在内蒙的他大学
毕业后留在济南发展，执著地追寻自己的动漫之
梦。寻梦并不能解决现实的困境，困境之一就是
不断上涨的房租以及居无定所的担忧。

2010年，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路高歌
猛进，在此背景下，济南市租房市场价格也水涨
船高，增幅接近20%。

“搬”是他为自己的2 0 1 0年所作的注脚。
“房租不断上涨，我也不断搬家，去年一共换了
三个地方，就像在城市里打游击。”回想起自己
独自在外打拼的种种际遇，张柯生情绪有些低
落，“每个月1500元的工资，三分之一都要上缴
给房东，对我来说，在哪里睡觉确实已经成为一
种很大的负担。听说2011年济南市首批公租房就
会面市，我希望申请的标准可以适当放宽，到时
候自己也可以申请一间。”

“漂一族”张柯生：

不再频繁搬家

□李振 报道
2010年，家住王官庄的下岗女工李红利经营

学生小饭桌已经满3年了，这个家庭小饭桌的学
生从不足10个到如今的21个，月收入也从最初的
1000元增加到现在的2000余元。“现在日子过得
不那么紧了，毕竟最难的一段已经过去了。”

去年物价的普涨让李红利经营的小饭桌吃紧
不少，为了控制成本，不给学生涨价，李红利每
天傍晚骑三轮车一个多小时去离家六七公里外的
八里桥市场批发蔬菜，“一斤大白菜能便宜1
角，一斤西红柿能便宜3角，每天买上十几斤蔬

菜就能省下十几块钱，基本能跟涨价前持平。”
李红利算起自己的经济账。

处处省钱的李红利却在保险上舍得投入。每
月领到六百余元的低保金，刚好可以为她和丈夫
缴上每月的养老保险，这样在四年后，年满55岁
的李红利就可以每个月领到一千多元的养老金；
2010年，夫妇二人又加入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两口子都上年纪了，有医保才能安心。”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李红利希望全家人身体
健健康康，“医保打了水漂才好呢。”

下岗女工李红利：

医保打了水漂才好呢

□李振 报道
“白领？2010年的奖金还真是白领了。”银

行职员张雯雯这样调侃。2010年，尚未结婚的张
雯雯正式晋级为有车、有房、有财、有貌的“四
有新人”。尽管自己目前的状态为很多人羡慕，
但在优渥的生活背后，她用“甘苦自知”形容自
己生活的真实状态。

去年5月，张雯雯贷款买下了一套位于二环
东路的二手房，有了自己的小小蜗居，也有了每
月还款近2000元的压力，尤其是年底的加息更让
她每月多了百元的支出；父母送给她一辆汽车，
每月几百元的油费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费用全靠
她自己，“生活质量貌似提高了，不过现在每月

已经是零结余了。”为了维持这种高质量的生
活，刘雯雯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

加班完成任务成了家常便饭，别说出去旅
行，一整年连休假都没有超过3天，2010年12月
张雯雯甚至因为过度劳累在单位晕倒。“希望今
年老板能给我多几天休息的时间，调养一下身
体。”说出这样的新年希望，她觉得更像个梦
想。尽管并不认同“趁着年轻，透支健康换金
钱”的生活模式，张雯雯和其他大多数白领一样
却都在过着这样的生活。忙就意味着多赚钱，面
对是休息还是赚钱这个似乎鱼与熊掌无法同时兼
得的单项选择，张雯雯期待新的一年里能做出更
好的选择。

白领张雯雯：

希望多休息几天

□本报记者 刘江波 报道
2010年12月2日在济南召开的全国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座
谈会上，济南市成为全国首批6个步行和
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城市之一。记
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对于大力发展慢行
交通以及公共自行车的前期研究工作已
经展开。

公共自行车租赁何时“回归”

随着机动车辆的迅速增加，交通拥
堵成为城市交通绕不过去的话题，从家
门口到临近公交站点、大型交通枢纽等
交通方式的换乘问题如何解决，也成为
一些大型社区居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自行车交通被认为是解决“最后一公
里”以及缓解交通拥堵问题的一剂良方。

在2008年初，一家公司曾将自行车
免费租赁业务引进泉城，但在运行一年
后便悄然停止。记者又在网上找到一家
自行车出租公司，但每天五元的租车费
用并不便宜，如果租的时间超过一个月，
还不如买一辆新车划算。店主告诉记者，
济南本地的租车店并不是很多，大多数
自行车店只卖不租，而出租对象更多地
集中在外地来济的销售人员或者短期的
旅游人员，本地居民鲜有租赁。

生存空间有多大

尽管已经是深冬，但路上骑自行车
的人依然随处可见，山东大学的小陈就
是其中一位。

“我住在南校区，但有些课程是西校
区开设的，中间的路程不是很远，步行的
话有些浪费时间，自行车是最好的选
择。”小陈说，“文化西路在整修，没有明
确的自行车道，很多时候都在和机动车
混行，感觉不是很安全，随时要准备刹车
或者让路。”

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即便有些交
通干道设有慢行车道，有的也已经成为
机动车的停车场，自行车只能行走在专
属车道的边缘。每逢交通高峰，慢行车道
上行人、机动车和自行车混杂，进一步加
剧了交通拥堵。

与自行车日益狭窄的骑行空间相
比，自行车如何存放也成为困扰众多骑
车一族的难题。尽管学校有存放自行车
的地方，但小陈每次外出，费劲心思寻找

“停车位”的次数还是居多。“自行车肯定
不能随意摆放，很多同学都有丢车的经
历，但是真正的自行车停车场地又很难
找。”小陈说。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居民小区
中并没有专门停放自行车的场地，有的
居民干脆把车锁在楼道中，或者锁在楼
梯边的护栏上，也有的索性把自行车放
在家中，每次骑车都好比是一次体力考
验，因为搬着自行车上下楼的经历并不
轻松。

绿色出行还需政策给力

“应当把公共自行车租赁纳入全市
立体交通的发展规划中，作为济南交通
网状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是
不能完成的。”作为在济南倡导公共自行
车租赁的第一人，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
院副院长邓相超教授说，“市区里寸土寸
金，因此自行车车道以及停车点的设置
问题肯定需要政策上支持，否则道路拓
宽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机动车增加的速
度，形成恶性循环。”

据相关数据显示，在交通拥堵比较
严重的城市，机动车排放的气态污染物
以及颗粒污染物占城市大气污染物的比
例高达4 0%—6 0%，并且机动车排放的
污染物在城市总污染源中的比例将逐年
增加，而自行车出行则是完全无污染的
绿色交通方式。

记者电话采访了省自行车电动车行
业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卢女士告诉记
者，低碳出行理念还需要政府的倡导和
鼓励，同时也要考虑气候的因素，冬天天
气寒冷，自行车出行也不好推广。“纯粹
靠民间资本来做，恐怕很难，因为需要场
地费用以及需要人员管理，投入虽然不
大，但是收益期很长。可以推到公共服务
的平台上来做，把自行车出行作为一种
公共的出行方式。”卢女士说。

“推广公共自行车对于济南的旅游
业也有不小的促进作用，”邓相超说，“关
键是要形成网络，配合市区立体交通，要
有一定的覆盖面积，对于运营问题，通过
市场行为应该能够维持运转。”

公共自行车

何时“回归”泉城

□田可新 报道
“2011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早日住进新

房。”谈到希望，市民刘先生脱口而出。他早在
2007年就花了约50万元在某楼盘买了套100多平
方米的房子，售楼方当时承诺2008年交房，可直
至2010年底，他才接到交房通知。好不容易可以
拿钥匙了，业主们又与开发商在延期交房违约金
应赔付多少等问题上产生了不小的分歧。将近一
个月的拉锯战，经过数次交涉，开发商没有给出
满意的答复，业主们又开始主张走法律程序，在
刘先生看来，这意味着搬进新家的日子又要往后
推了。

“这房子原来是要做婚房的。”刘先生说，
目前，他和爱人仍是租房住，每月除了要还房
贷，还有一千多元的租金需要支付。一年多来，
他没少跑到工地看进度，还隔三岔五地打电话催
促，为了这套房子早已折腾得“心力交瘁”。
“我们几个月前就把家具、家电订好了，如今商
场一直让提货，我们要搬进去的心情比谁都迫
切，可交房时间一拖再拖，与房产相关的细节也
需要明确，我们的正当权益需要维护啊。”刘先
生觉得，持续上涨的房价让开发商并不担心业主
退房，而业主却已不可能以几年前的价格买到同
档次的房子，这让他们很被动。

市民刘先生：

快点住进新房
□田可新 报道
1月1日一大早，王晓蕾就到市场买了一大兜

子的蔬菜。渐渐走高的物价让生活开销增加了不
少，“以前我买菜总是去超市一次购齐，但现在我
只来菜市场买，货比三家，菜价还能讲下来不少。”
王晓蕾还告诉记者，为了能减少其他方面的花销，
曾经总担心网络上交易不安全、产品质量无保证
的她也“玩转了”代购、秒杀和团购，“买一个卧室
灯，网上秒杀价680元，比家居店里便宜了1000多
块；去商场试好了衣服，记下品牌、型号到网上找
代购，可以用4到5折的价格买到正品；参加团购，
30块钱就能烫染头发一次……”

“省钱是为了能在今年买上一辆车。” 王晓
蕾告诉记者，她家住在城西郊，每天要挤公交再倒
一路车上下班，非常不方便，能开车上班成了她一
直的愿望。可如今吃穿用度都在涨价，能攒下的钱
越来越少，就算买了车，逐渐攀升的油价、一年几
千块钱的养车费也是个不小的负担，所以这个计
划一推再推。“上扬的物价能不能减减速，只有这
样，我们的手头才能更宽裕，生活才会更有质量。”
王晓蕾说。

国企职工王晓蕾：

物价再多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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