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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蔬菜价格便宜的时候林和平家就买些用来腌制，等到该

类蔬菜涨价之后再来食用。 记者 伍霞 摄

三代同堂，身患残疾的李和平一

家五口领着1000元低保生活，3岁大

的孙子是家中唯一有资格吃肉的人。

靠捡废品生活的64岁老人向宝

贵，3个月前老伴去世后，她只得花一

块钱买摊子上老板卖剩下的小菜。

这只是低保户的一个生活缩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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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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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又涨：低保户家庭迁就物价，咬紧牙关过日子

淘菜，两家庭晒“节俭经”

开栏语

今年10月份，

以农产品为代表的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

上涨4.4%。 物价抬

升，金钱缩水，CPI

这个专业名词，牵

动无数普通人的心

跳。

稳定人心的消

息是， 继国务院推

出“国十六条”，稳

定物价、 保障民生

的政策组合拳已凸

显张力， 我省物价

已趋回落。

高物价之下的

民生，最需要关怀。

在这个寒冷的冬

季， 我们走进长沙

街巷最普通的人群

中， 与你一起搜集

谋生的智慧。 欢迎

读者登录本报企业

QQ、 官方微博，给

我们点题， 或者发

表大家的见闻、看

法。

■记者 李国平 实习生 叶铭 王敏 雷昕

家庭档案： 天心区60岁的林和平一家，

父子俩都有残疾，一家人都吃低保。

当家绝招：为了节省菜钱，林和平每周

都到马王堆菜市场“淘”菜。猪血是他们家唯

一的“荤菜”，只有3岁的孙子才有资格吃肉。

唯一的荤菜是猪血

11月24日中午，长沙天气骤降。新开铺

新天小区22栋， 一套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挤着60岁的林和平和老伴汤永红以及儿子、

儿媳和孙子一家5口。

林和平和儿子都有残疾（盲二级），没有

工作，他3岁的孙子甜甜患有肺炎，每月都要

去医院看病，全家人都靠低保生活。两年前，

一家人每月只有400元，后来涨到750元，今

年每个人加了50元，每月可领到1000元了。

见到有客人来，林和平匆忙开灯，客厅

里的节能灯缓慢的亮起来。

“肉、 米、 蔬菜价格上涨对我们影响最

大。”林和平说，记得去年冬天只要1元钱一

把的红菜薹，前段时间一度涨到3.5元一把。

以前， 一家人一天的生活费差不多只要10

元，现在再怎么省也要20元左右。

“吃饭咯！”在厨房忙活大半天的汤永红

端着饭菜走出来，3岁的孙子甜甜连蹦带跳

地跑向餐桌。一家人的菜很是简单：一个“向

阳白”、一份酸菜、一些坛子菜，唯一带“荤”

的只有猪血。

“猪血相对便宜些，这些是昨天傍晚花两

块钱买的，全家人还能吃一顿。”汤永红自嘲地

说，猪血能清肺，是现在最便宜的荤菜了。

门缝里挤出的“买菜经”

吃完中饭， 汤永红跟记者扯起家常。前

段时间上涨的蔬菜食品价格让她经常来火。

老伴林和平喜欢吃香干，香干现在在小区里

卖0.6元一片，比早些时候又涨了0.1元。汤永

红口中嘀咕着，“为了这0.1元钱， 香干也买

得少了。”

汤永红说，她昨天去买鸡蛋，一下楼，

就听邻居说最便宜的鸡蛋都涨到4.98元/斤

了。转了半天，她最后下定决心买了半斤鸡

蛋。

“一共4个，给孙子吃的。他还小，身体也

不好，不能没营养。”汤永红说， 现在动辄十

几块钱的肉价，让她放不开手脚。

“我们家甜甜是家里唯一能吃上肉的。”

媳妇曹芳丽说，两位老人最疼爱孙子，隔两

三天就会买一两块钱肉回来给孙子。大人平

时吃小菜，只有过年过节才会买一点肉。

尽管日子过得有些艰难，但汤永红自己

却一声埋怨都没有，在她的眼里，各人的日

子有各人的过法，只要琢磨出了门道，生活

的门缝里还是可以挤出快乐来。

每周去马王堆菜市场“淘”菜

家庭档案： 64岁的向宝贵，3个月前丧

偶，十几天前申请了低保。

当家绝招：为了节约开支，她一般在

下午菜市场快收摊时，花一块钱买摊子上

小贩卖剩的菜。

每天生活费最少也要5元

两张床、两张老旧木沙发，一个玻璃

破裂的衣柜，一个老式茶几，是天心区新

开铺社区向宝贵的全部家当，而这些大都

是好心邻居送的。

向宝贵老人屋前有一小堆空瓶子，大

概能卖四五元钱，是她这十几天来的所有

收入。

向宝贵掰着手指算了起来：以前经常可

以买些新鲜蔬菜， 那时蔬菜一斤不到一元

钱。前段时间菜价高涨时白菜都要几元钱一

斤，拿一元钱还不好买，别人也不卖。以前

的生活费每天只要2元，现在最少也得5元。

实在没办法时，向宝贵只得偷偷在小

贩傍晚收摊时买“堆堆菜”。小贩把一天卖

剩的蔬菜估堆论价，一般比正常菜价便宜

很多，花一块钱就能买好大一把。

第一次吃上社区免费午餐

向宝贵的情况比较困难，邻居有时会

悄悄送来一把小菜，小贩有时送一点小菜

或者便宜卖菜给她。

而更让老人欣慰的是， 十多天前，向

宝贵在一位已经退休的新开铺社区负责

人的推荐下，申请了低保。每个月320元的

生活费，让她很是期盼。

11月29日中午，向宝贵第一次去吃新

开铺社区为低保户免费提供的午餐。从她

家走到社区食堂要穿过空旷的长机炮库，

走下一段横斜破旧的水泥坡，穿越一个居

民区和菜市场，过程需要30分钟左右。

向宝贵走得格外轻快。她特意穿了一

件红外套，戴着帽子，希望在大家面前“有

面子些”。 帽子是前几天她在菜市场转悠

时，考虑很久花几块钱买的。“最近天气变

冷，加上高血压，风一吹就头痛。”老人说，

“这是入冬以来买的唯一新东西。”

三菜一汤让向宝贵很满足，自老伴去

世后，她第一次吃到这么丰盛的午餐。“早

上不吃，午餐吃完后还可以将剩菜打包回

去晚上吃，每月节省不少开支。”

老人说，原本准备只煮从菜市场“淘”

回的青菜叶子， 有了中午社区的“免费

餐”，向宝贵决定加煮一份南瓜。她做饭有

自己的算盘：米放多一点，剩下的饭可以

明天早上熬粥作早餐，南瓜放在饭锅里面

蒸，省电。菜叶子则放在刚烧好的开水里

头，稍微热一热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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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价最高时买小贩剩下的菜

■制图/罗智文

实习生 陈琮元

11月29日，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社区，向娭毑在自家废弃

的前院种上了蔬菜。 记者 伍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