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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A15

省工商公布1月份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情况
互联网服务的申诉急剧增加

□记者 辛晓青 实习生 刘欢

还有这么冷清的生意吗？张老板是两个
品牌沙发的代理商，这个月他让一半员工都
在家休息，开半薪。开春后的家具市场，和天
气一样让人感觉冷，数个家具卖场都表示，刚
过去的1月是历年来生意最差的一个月。

8个店总共卖了一个店的量
15 日，西区一家家具卖场，门庭冷清，在

卖场内，顾客鲜见，一位促销人员说，最近一
直都是这样。

某家具卖场销售人员则坦承，春节后的第
一个月，家具市场行情不太好。“之前销售好的时
候，一个店一个月至少也会卖三四十万的产品，
但这个月8个店加一起才20万~30万元。”

对于当前的状态，一个卖场的经理表示，
与往年相比确实市场明显萎缩，“家具的淡旺
季很明显，现在是淡季，和往年此时相比，是
差很多，但是我们都有应对，应该说在养精蓄
锐等待下一轮旺季的到来”。

张老板则干脆让一半员工回家休息，“我
有5个门市，主要做沙发的，现在没生意，大伙
儿都坐那儿也心焦，干脆放假了一个月，工资
也发一半，大家也都乐意。看情况，如果下个
月生意有好转就都恢复上班”。

家装业内人士都认为年后第一个月是行
业内传统的淡季。因为无论结婚还是搬家需

要装修房子、买家具，为了喜庆，中国人往往
习惯年前就把新房装修好。所以，新年后的
第一个月家居行业销量并不是很好。他们表
示公司早已把促销活动定在 2月底和 3月初，
为五一结婚等需要提前装修房子的做准备。
即使刚刚过去的情人节，他们也并未有任何
的活动或促销价。

家具、建材市场，都将希望寄托在了今年
的3月和4月，希望转机在那时到来。

房产市场调控导致家具市场遇冷
唇亡齿寒，是否真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家具市场的状况，根源毫无意外被指向房产
市场的调控。

其实不仅仅是家具市场，新乡一家装修公
司的韩经理也告诉记者这个月几乎没什么生意。

据了解，去年 4季度，郑州市商品住房销
售面积为171.5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3.94%，
二手住房交易面积为 42.53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50.52%。买房子的少了，装修房子、买家具
的也必然会减少。

在记者采访了解中，也有部分业内人士
认为，虽然房地产行业去年确实不很景气，
但去年装修房子、买家具的多数是在调控前
就买了房子。所以，就目前来看，二线城市的
家具、建材行业并未直接受到冲击。房地产的
萧条也未直接带来家具、建材行业的冷清。但
是，随着调控政策的不松懈，影响会日益明显。

本报讯 鱿鱼不能说炒就炒，还要去人社
部门登记，企业员工的在职和离职，必须在相
关劳动保障部门的“掌控”之中，这就是“失业
动态监测”。近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了解到，我省将从 2012年起在全省建
立失业动态监测制度。2012年底前省直管试
点县（市）及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局在豫企
业职工纳入省级失业动态监测范围。

据介绍，此次监测应选择在本地区就业总
量中排名前10位的行业为监测企业。要考虑

行业分布的均衡，制造业企业原则上不超过
40%。控制大型企业的数量，中小型企业不得
低于 60%，微型企业原则上不纳入监测范围。
应按照当地企业所有制结构比例，兼顾各类所
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原则上不超过1/3。

此外，各省辖市监测企业样本每市为50家；
省直管试点县（市）的监测企业样本每个县（市）为
20家；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局仅监测其在豫企
业职工。

记者 辛晓青 实习生 刘欢

□记者 程国平 通讯员 黄飞

本报讯 2011年，是郑州市全面实施“十二
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郑州
都市区建设的起步之年。在
这一年，郑州经济社会发展再
上新台阶。昨日，市统计局发
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去年本市
经济总量进入全国20强，地
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名列全

国城市第17位，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名列全国城市第19位。
初步核算，去年我市生产总值达到

4912.7亿元，名列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第
20 位，比 2010 年前移两位，超过烟台和东莞
两个城市。目前经济总量排在我市前面的除
4个直辖市外，大多数是副省级城市和沿海开
放城市，它们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天津、苏州、重庆、杭州、无锡、成都、青岛、佛
山、武汉、大连、南京、宁波、沈阳、长沙、唐
山。（见附表一）

去年，本市财政实力明显增强。全年地
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达到502.3亿元，名

列第 17位；在 27个省会城市名列第 7位。地
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排在我市前面的城市分
别是：上海、北京、重庆、天津、深圳、苏州、广
州、杭州、成都、武汉、宁波、大连、南京、沈阳、
无锡、青岛。（见附表二）

2011年，我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987.1亿元，比上年增长18.4%。总量在全国
287 个地级以上城市排第 19 位，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排在我市前面的城市分别是：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武汉、成都、苏
州、南京、杭州、沈阳、青岛、无锡、长沙、哈尔
滨、济南、宁波。（见附表三）

全扫描
全扫描

品种 规格等级 大商建设路店 规格等级 世纪联华经三路店
花生油 金龙鱼一级桶装5升 125.9 金龙鱼一级桶装5升 125.9
菜籽油 鲁花一级桶装5升 95.8 鲁花一级桶装5升 95.9
豆油 金龙鱼一级桶装5升 61.6 金龙鱼一级桶装5升 61.6
猪肉 众品精瘦肉500克 17.9 双汇精瘦肉500克 23.9
牛肉 去骨肉500克 29.8 去骨肉500克 25.8
羊肉 去骨肉500克 33.8 去骨肉500克 33.8
鸡肉 白条鸡500克 8.9 白条鸡500克 6.8
鸡蛋 新鲜完整500克 3.35 新鲜完整500克 3.10（会员价）
带鱼 冷冻国产500克 19.8 冷冻国产500克 19.8
红小豆 标一（散装）500克 7.98 标一（散装）500克 8
绿豆 标一（散装）500克 6.5 标一（散装）500克 8.75
黄豆 标一（散装）500克 3.9 标一（散装）500克 4.5
特一粉 金苑5kg 26.5 金苑5kg 25.6
精制粉 神象特制5kg 24.5 金苑5kg 21.6
茄子 新鲜500克 7.98 新鲜500克 5.98
青椒 新鲜500克 3.98 新鲜500克 2.98
西红柿 新鲜500克 2.98 新鲜500克 1.98
黄瓜 新鲜500克 3.98 新鲜500克 2.48

单位：元

郑州经济总量进入全国城市20强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排17位

今年底我省开展失业动态监测

本报讯 昨日，省 12315指挥中心公布了
今年1月份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情况，全省
工商局各级 12315工作机构接受消费者咨询
10566 件，申诉 1603 件，举报 550 件，共计
12719件。

根据公告，消费者权益保护类咨询商品质
量、服务质量方面比较突出，约占咨询总量的
21.38%。其中，消费者对其他行政部门管理
的相关业务的咨询量特别大，特别是春节期
间我省很多消费者反映出租车及客运汽车擅
自调价的问题：出租车不打表，起步就是 10
元，稍远一点就 10元、20元地往上加；平时票
价为几十元的客运汽车，春节期间涨价到100
多元等。

“12315”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如果遇到
有出租车、客运汽车擅自提高价格，消费者一

定要记下车牌号，同时索要正式的发票，然后
向物价管理、客运管理等部门反映相关情况，
以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月份服务消费申诉主要集中在互联网
服务、电信服务、居民服务以及餐饮、旅馆服
务。有关互联网服务的申诉急剧增加，成为
本月服务消费类中申诉量最大的一类，大有
取代电信服务成为新的“老大难”之势。

截至目前，“12315”已处理申诉 1501 件，
挽回经济损失91.33万元。

据介绍，1月份消费者举报共550件，比较
重大的举报主要集中在商标假冒及传销方
面，如消费者举报某些地方销售假冒的“莲
花”味精、“大红袍”火锅底料及涉嫌假冒“泸
州”酒等。

记者 李丽君 通讯员 肖凯

附表一

全国GDP前20强城市名单 （2011年）

1 上海 19195.7 11 青岛 6615.6
2 北京 16000.4 12 佛山 6580.3
3 广州 12303.1 13 武汉 6536.8
4 深圳 11502.1 14 大连 6150.1
5 天津 11191 15 南京 6145.5
6 苏州 10717 16 宁波 6010.5
7 重庆 10011.1 17 沈阳 5914.9
8 杭州 7011.8 18 长沙 5619.3
9 无锡 6880.2 19 唐山 5442.4
10 成都 6854.6 20 郑州 4912.7

注：该表数据为初步核算数。单位：亿元

附表二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2011年）

1 上海 3429.8 10 武汉 673.3
2 北京 3006.0 11 宁波 657.6
3 重庆 1488.3 12 大连 651.0
4 天津 1454.9 13 南京 635.0
5 深圳 1339.6 14 沈阳 620.1
6 苏州 1100.9 15 无锡 615.0
7 广州 979.5 16 青岛 566.0
8 杭州 785.2 17 郑州 502.3
9 成都 680.7

单位：亿元

附表三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11年）

1 北京 6900.3 11 杭州 2548.4
2 上海 6777.1 12 沈阳 2426.9
3 广州 5243.0 13 青岛 2232.9
4 深圳 3520.9 14 无锡 2122.7
5 重庆 3415.9 15 长沙 2125.9
6 天津 3395.1 16 哈尔傧 2070.4
7 武汉 2959.0 17 济南 2023.1
8 成都 2861.3 18 宁波 2018.9
9 苏州 2829.6 19 郑州 1987.1
10 南京 2670.3

单位：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