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全国不少地方的猪肉零售价格走
低，一些地方甚至重回久违的“10元时代”。
那么，太仓的情况如何呢？近日，记者在城区
一些商超、菜场进行了走访。

在城区某大型超市鲜肉区，记者发现各
摊位上肉类供应充足。与牛肉、鸡肉摊位相
比，猪肉摊位前吸引了更多的顾客。超市工
作人员介绍，相比前段时间，猪肉价格有了
明显的降幅，汤骨、带皮肉等部分品种价格
已经下探到每斤20元以内。目前，超市正在
对五花肉等品类开展限购促销活动，原价近
30元每斤的解冻五花肉可以21.8元的价格购
买，每人限购2公斤。记者注意到，大排、后腿
肉等价格仍然在每斤20元以上。

记者在菜场了解到的情况也相差不大，
在我市猪肉零售市场，“一字头”价格仍然比
较少见。在中心菜场，记者与多个摊位经营
户交流发现，猪肉价格大多在每斤20元以
上。据经营户介绍，五花肉每斤20元左右，
排骨每斤 30 元左右，纯精肉每斤 25 元左
右。在华申园菜场，记者看到，一些摊位的
猪前腿肉、后腿骨等品类价格都低于每斤20
元，不过，后腿肉、肋排、小排等品类售价仍
在每斤20元以上。记者从采集我市主要菜
场农副产品物资价格的网站“娄东民生”价格
在线了解到，整体来看，全市猪肉价格仍处于

“二字头”区间，但相较前段时间，价格正在持
续下行。从月份来看，1月，我市猪肉零售均
价为每斤29.18元；2月，猪肉零售均价为每斤
28.92 元；3月，猪肉零售均价为每斤 26.64
元。猪腿肉、猪夹心等品类售价有较为明显
的降幅。

猪肉价格与民生息息相关，后续价格如
何走，是反弹还是仍有继续下跌的空间？业
内人士认为，随着全国范围内的生猪出栏量
明显增加，猪肉供应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
去，市场供应总体宽裕。即使接下来端午节
等节日会促进猪肉消费的增加，但随着生猪
出栏量的持续上升，今年猪肉价格总体或呈
现震荡下行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多多买菜、橙心优
选、美团优选等社区团购平台在我市不少小
区都有了站长和自提点。在前期推广阶段，
各平台都推出了让利巨大的优惠活动。记者
发现，在这些团购平台上，五花肉、小排、大排
等品类相较线下市场有着明显的价格优势，
但这种烧钱拼市场的价格优势能否持续、持
续多久，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猪肉价格重回“10元时代”？

“一字头”零售价
依然少见
□本报记者 王硕

4月21日，在香花幼儿园
举行的校园足球嘉年华活动
上，校园足球队的小朋友与来
自本地及苏州等地幼儿园的
小朋友们在绿茵场上进行足
球友谊赛。香花幼儿园今年
获评第一批全国足球特色幼
儿园示范园，近年来，该园在
幼儿园广泛开展足球趣味游
戏和运动，把足球列入幼儿园
体育课教学内容，从小培养孩
子们对足球的兴趣，营造良好
的校园足球氛围。

记者计海新摄

足球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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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开奖公告

沙溪长浜路路边摊影响交通

本学期学校的社会实践活动取消了吗

沙溪镇居民来电反映，沙溪镇东安幼儿园北
侧长浜路就是菜市场，摊位摆到路上，影响交通，
希望加强管理。

沙溪镇工作人员回复表示，接群众反映后，
镇综合执法局立即安排执法队员前去现场查看，
引导路边摆摊的菜农至农贸市场内，并加强对此
区域的巡查和监管。另已安排执勤人员对该路
段乱停车行为进行劝阻，并已联系镇建设局，在
菜场周边增加非机动车位。

有市民来电咨询，现在农村辅房能否作为出
租房住人？

市安监部门工作人员回复表示，经向相关部
门咨询，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苏州市消防安全

“331”治理中严禁违法建筑和非居住场所出租居
住。因此，农村非违法自建辅房在完成消防安全

“331”合规化改造后可以出租。

有家长来电咨询，学校每年都会组织社会实
践，并于开学初收取相关费用。但本学期社会实
践还没举行，是不是像上学期一样取消了？

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复表示，本学年上学期
社会实践活动因疫情取消，相关费用已在期末全
部结算完毕，学生确认后向家长发放了纸质《告
家长书》。本学期社会实践活动目前只能在太仓
市范围内进行，且必须由学校申报，并履行申报
手续。截至目前，教育部门未取消本学期学校的
社会实践活动。

农村辅房能否作为出租房住人

有人说，实体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灯塔，
是爱书人的精神家园。然而，经历了电商书店的
冲击、智能手机的挤压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实体书店从我们的视线中消
失。留下来的实体书店，过得怎样？未来又会走
向何方？“4·23世界读书日”到来前，记者进行了
走访。

“我在这儿开了18年书店，这些年就像爬山
一样，走了几年上坡路，再往后就一路往下走，
你以为走到底了，其实还没有。”4月末的一个下
午，公园弄席殊书屋内，店主老徐坐在柜台后，
望着堆叠得满满当当的书柜，叹息着说。

时光倒回到2015年，同一个地方，几乎同
样的对话。那一年，面临电商书店与智能手机
双重夹击的席殊书屋，已经有了“日薄西山”之
感，而当时的老徐告诉记者，自己会坚持最初的
梦想，将这家主要销售人文社科类书籍的书店
经营下去。

虽然经营举步维艰，老徐还是信守着承诺，
将书店开了下去，甚至熬过了2020年疫情来袭
时关店的几个月。“虽然客人不多，但总有几个
年长的顾客会定期到店里来，和我聊几句，临走
买一两本书，支撑这家店走下去。”老徐坦言，不
雇用员工、不装修店铺，尽量缩减开支，是这家
店摇摇晃晃却勉力维持的“秘诀”。

与此同时，记者2015年采访的另两家实体
书店早已默默关张。位于万达银街的帆书书
屋，也曾一度面临倒闭。

“2019年，我的店经历了3年亏损，再也撑
不下去了，那年7月，我发布了关门公告，给200
多个会员发去消息，通知他们过来把卡里的余
额清一下。”帆书负责人小乐说，公告发出后，陆
续有十余名会员找过来，说一个人确实难把一
家书店撑下去，那把大家的力量合起来，一起撑
怎么样？

“我说你们可要想清楚啊，这是一个坑，入
坑后就不要想着赚钱。他们说没想赚钱，只是
习惯了休息的时候到这里来看书喝茶，多一双
手多一条路，也许就能走下去了。”小乐告诉记

者，那之后，哪怕经历了疫情这样的“大考”，帆
书也扛下来了。“重新开业以后，有了更多帮手
和资源，我们的活动确实增加了不少，如今每个
月，我们至少会办8场活动，每场活动参与人数
都在20人左右。靠活动中销售相关书籍，卖卖
咖啡茶饮，现在我们至少不亏了。”

在县府街上经营着之间·空间书吧的阿琳
显然更为乐观。在加拿大待了14年的阿琳，6
年前和先生回国后，一度觉得人生一团乱。是
书籍，带领小夫妻俩走过了人生低谷期，帮助他
们理顺了家庭关系、亲子关系。“那之后，我们决
定要开一家书店，把阅读的力量带给更多人。”
阿琳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之间·空
间的经营项目不仅包括樊登读书会的线下服
务、渔书的共享图书馆，也包括承办阅读活动、
售卖咖啡等。

“去年虽然有疫情的影响，但我们也办了
100场左右的活动，参与人次近3000人。通过
疫情，我们寻找到另外一条出路，就是做更多阅
读推广类的实际工作，这比我们当初想象的只
守着自己的店卖卖书来得更有意义。”阿琳说，
从怀着憧憬的心一头扎入书店这一行当，到面
临种种困难后不断调整经营方向，她觉得，书店
最大的挑战不是说不去经营什么，而是依托书
店这一平台你还能经营什么，“书店始于书，但
一定不能止于书。”

采访中，不管是守着纯粹书店理想的老徐，
还是被众人托着一起走的小乐掌柜，以及面对
挑战更有闯劲的阿琳，都认为，阅读不死，实体
书店也不会消亡。

“实体书店是一座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不管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如果知道那个
地方有一家书店，有各种阅读活动，就像是你在
迷茫的时候、身处黑夜中的时候，知道有一盏灯
总会为你亮着，那就是实体书店存在的价值。”
阿琳说。

第26个“世界读书日”到来的时候，我们期待
着这座城市的实体书店各有各的光芒，呈现更多
可能，为城市中忙碌的人们，送去一份心灵慰藉。

□本报记者 徐静 文/图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倩）“出租车司机不打表，议价不
成就拒载。”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接到群众投诉举
报，称其在浏河汽车站乘坐出租车时，遇到驾驶员要求一口
价不打表。为了详细了解事情经过并固定相关证据，同时让
群众少跑腿，执法人员立即赶到现场。

经过现场调查，执法人员了解到，由于该乘客所达目的
地较近，出租车驾驶员就要求直接一口价、不打表计价，该乘
客拒绝了驾驶员的不合理要求，于是驾驶员以有事为由拒
载，这让该乘客很是不满。执法人员经过取证，认为该车驾
驶员的违规情况事实清楚，根据《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规定》，对其拒载、议价的行为正式立案。执法人员介绍，
该驾驶员将面临200元~2000元的罚款。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表示，希望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认真遵守相关规定，同时相关企业要加强对驾驶员的教育、
管理，为广大乘客提供舒心优质的出行服务。市民在乘坐出
租车时遭遇拒载、议价、拼客、不按照规定使用计价器等情况
时，可拨打0512-53533146出租车热线举报。

乘客举报出租车不打表
执法人员“上门”办案

实体书店实体书店 >>>>>>
始于书始于书，，但不能止于书但不能止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