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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1日讯 今日，国
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数
据称，上月，湖南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CPI） 同比上涨1.3%。
2015年全年， 全省CPI同比上
涨1.4%。

而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2015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比上年上涨1.4%， 创6年来
新低。专家预计，2016年，“能源、
食品以及铁矿石价格的涨幅逐
步由负转正” 等因素将对CPI产
生提升作用， 但预计CPI仍维持
在“1”区间。

上月燃油价格降幅大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
发布数据称，2015年12月份，湖
南省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
其中， 鲜菜、 肉禽及其制品、粮
食、水产品价格分别上涨2.2%、
7.5%（猪肉价格上涨13.2%）、
1.5%、0.2%， 下降的有蛋类、鲜
果，降幅分别为6.5%、0.7%。

烟酒及用品价格同比上涨
3.7%。 其中， 烟草价格上涨
5.3%，酒类价格上涨0.3%。

在食品价格同比上涨时，交
通和通信价格同比降低1.2%，其
中，车用燃料及零配件价格降幅
较大，下跌达到11.5%。此外，通
信工具价格下跌0.6%，交通工具
价格下跌1.6%。

全国CPI创6年来新低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
统计，2015年全年， 全省CPI同
比上涨1.4%。 这一数据与全国
指数持平。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
的数据，2015年全国CPI上涨
1.4%，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3%，
非食品价格上涨1.0%。食品中，
猪肉、鲜菜、水产品价格分别上
涨9.5%、7.4%和1.8%； 非食品
中，服务价格上涨2.0%，其中保
姆和小时工等家庭服务、 理发、
学前教育、洗浴、衣着清洗价格
分别上涨 7.9% 、5.4% 、5.1% 、
5.0%和4.9%。

2015年全国CPI数据创下
2009年来新低。 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09年至2014年CPI涨
幅分别为-0.7%、3.3%、5.4%、
2.6%、2.6%、2%。 汇丰大中华区
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
2015年全年CPI录得1.4%,远低
于2014年水平， 需求不足导致
通缩升温是2016年内首要风
险，政策宽松及供给侧改革应同
时发力，力抗通缩。

而据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
学家马骏等人撰写的《2016年
中国宏观经济预测》，“预计
2016年CPI涨幅为1.7%。” 文章
指出，2016年能源、食品以及铁
矿石价格的涨幅将逐步由负转
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复苏将
缓解国内价格的下行压力；
2015年以来央行多次降息、降
准，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进一步加
大，这些措施都将在一定时滞之
后对CPI产生提升作用。

■记者 王铭俊

近年来，长沙老百姓的钱包同GDP一起鼓起来。
记者从长沙市统计局了解到，2014年居民收入稳步增加，长

沙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2220元，比2013年增长9.5%；生活
质量不断提升，城乡居民家庭住房面积达标率为67.1%。

公共交通服务指数达到全面小康标准，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
通车辆16.1标台；平均预期寿命为76.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4
岁；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的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99.6%，其中基本
养老保险覆盖率为92.3%，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为96.9%；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达80.8%，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0.5%。

■记者 张洋银

猪肉涨油价跌，上月全省CPI涨1.3%���2015全年涨幅与国家持平

今年湖南CPI预计仍在“1”区间

［开栏语］小小的生活账本，是折射百
姓生活变化、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晴雨
表”。随着经济转型，各种账本也一直在演
变，它可能是某个大妈一天天柴米油盐的
支出流水账， 可能是某位90后青年一段时
间的银行账单，可能是父母为孩子记录的
成长日记，或是旅游攻略等等。今日起本

报推出《生活账本》系列经济报道，从百姓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到
各个方面的开支入手，挖掘数字背后的故事，剖析百姓生活状态，
解读系列民生政策带来的经济改变和渗透影响。

21本账本承载30年家庭变迁
长沙七旬娭毑刘腊梅：生活备忘录，越写越幸福

1月10日下午，记者来到刘
腊梅家中， 看到了她家中的大
小账本， 在账本上记录的每日
开销五花八门，有水电气、物业
费等各类费用， 账本上记录最
密集的则是每天买菜的价格。
“牛肉36.0元，白菜5.00元，豆腐
2.00元”……每月底，刘腊梅还
要核算家庭总收入与开支花
费，计算盈余。

刘腊梅说，记账的出发点，
最初是由于家庭贫困， 要把一
分钱掰成两半用， 每一笔开销
记录下来，提醒自己省吃俭用。
如今， 她记账已成为幸福生活
的备忘录。

“我最早开始记账大概是在

1986年， 家里4个小孩上学，实
在是太困难了。” 刘腊梅回忆，
为了照顾孩子上学， 从祁东老
家搬到县城后只能做点小生意
补贴家用，生活条件十分拮据，
基本每一笔开销都会记录，提
醒自己省吃俭用。

记者特意翻看了刘腊梅所
记录的近几年来的家庭收支汇
总 表 。2012 年 的 总 收 入 是
77237.50元，总支出是44419.40
元 ；2013 年 的 总 收 入 是
86814.50元，总支出是30794.60
元 ；2014 年 的 总 收 入 是
83293.20元，总支出是63778.80
元。从她记录的近几年家庭收支
情况看，每年的收入在不断增加。

家住长沙岳麓区麓谷街道
麓景社区的刘腊梅， 坚持家庭
记账已有32年，21本大大小小
的账本， 记录着她家三十多年
来的日常开支、人情往来、家庭
大事的开支情况。

记账的习惯， 让70岁的刘
腊梅思路清晰， 家中的一分一
毫都记得仔仔细细； 透过这些
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账本，我
们可以看到长沙一个普通家庭
的生活巨变。

越来越富有的账本

记者在她家看到，一套80
多平方米的房子就两老居住，
家里家电齐全， 还购买了电
脑、按摩椅等。“能住上这么好
的房子已经够幸福了，能用上
这些消费品以前是想都不敢
想的。”

老伴谭荣华告诉记者，他
们这辈子有3个分水岭， 在账
本上都有刻画。“1992年前，我
们一家基本都是租房住，那时
候小孩没床睡，就挤在木板椅
凳上凑合，账本上记录的基本
是几角几分的日常支出；1992
年大儿子参加工作后，全家出
力， 借钱在乡下盖了一栋3万
元的房子， 总算有落脚之地
了，那时候光借账人的名字就
记了两整页；2001年后， 孩子
们基本都参加工作了，稳定后
先是在株洲买了一套7万多的
房子，后来二儿子又贷款给我
们买了现在这套房子。” 两夫

妇共同感叹道，现在生活水平
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退休工资
由一年1000多元变成了每个
月2000多元。

刘腊梅记账严谨的生活作
风，给她的子女做了很好的榜
样。二儿子深受其益，毕业后
从事会计审计工作，细致务实
的良好家风让他在工作中很
少出现纰漏。 大女儿是公务
员，也深受母亲影响，“现在我
也会在家中重大开支上记账，
这是个好习惯。”

记者注意到，在刘腊梅的
家庭账本上，有一栏专门记载
了她公益捐助的家庭支出账
目。今年6月27日，70岁的刘腊
梅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3
年，她被授予“长沙市文明市民
标兵”称号；去年，她发动十余
位退休老人组成的“刘腊梅义
工队”还入选了长沙高新区首
届“感动麓谷街道十大人物”。

账本记录家中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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