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药
市场竞争激烈，药品价格总体下降

53岁的李女士是城调队的记账员，自从她
爱人 3年前患了直肠癌，她几乎每天都要和药
品打交道，每个月单是药费就要支出三四百
元。但在她的账单中显示，今年部分药品的价
格下降了，比如消炎药。

药品代理商张莉代理着多个厂家的药品，
与郑州的多家医疗单位有合作关系。在她看
来，好多药品的价格确实降了。比如进入国家
基本药品目录的 300 多种药，价格不能随意
动。随着更多的医院按照国家要求使用这些药
物，市民看病的费用会降下来更多。但部分进
口药和高端药涨价了，因为其副作用较小等原
因，被一些人选用。

河南惠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田
认为，从这一年来的进货渠道看，药品价格总体
是持平的，个别药品的进货价还在上涨，例如中
老年药品中的胰岛素针剂。

河南某制药厂的业务主管赵先生也认为，
进入9月份以后，医药价格几乎没有增长，部分

医药的价格有所下降，“因为同行业之间的竞争
太激烈了”。赵先生举了个例子，比如一款清热
口服液，全国有200多家药厂在生产，为了保住
市场份额，企业只能自己消化掉原材料成本的
上涨。

教育
兴趣班每次收费400元

这个秋天，在郑州一家事业单位上班的陈
女士经济上有些捉襟见肘，因为一双儿女的择
校费就花去了两万元，那是她20个月的积蓄。

陈女士的儿子上小学一年级，不想去划片
的学校，因此交了择校费 7000元。女儿上初
中，也是择校，花去 1万多元。陈女士说，她和
爱人都在事业单位工作，每月总收入 4500多
元，需要还房贷近1000元，再加上一家4口的生
活费，一个月最多只能节余下1000元。

除了不菲的择校费，为了子女，每个月陈女
士还要有另一个固定支出，那就是特长班的费
用。女儿上了5个特长班，儿子也上了3个。

陈女士说，她女儿学舞蹈7年了，兴趣班每

次收费是400元左右，而上小班的费用更高些，
小班人数少，一个孩子700元，女儿报的英语班
现在也是300多元。

陈女士拿出了儿女上特长班的费用账单，
记者粗略算了下，这个家庭每 3 个月要花去
1000～2000元。

“如果在 4年前，即便是多报个补习班，也
不会多支出多少，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现在特
长班的收费在逐年上升。”小学老师武女士说，
像外语、钢琴班等收费这两年都有不少的涨
幅。而幼儿园的收费更是水涨船高，就算公办
幼儿园也涨了不少，如省实验幼儿园从四五年
前的每月210元一下子涨到现在的将近800元，
其他社会办的幼儿园收费就更不用说了，大多
在800元以上，还有每个月2000多元的。

烟酒
“两极分化”让市民各取所需

市民柳伟没事喜欢喝两口，但是酒量并
不大。

最近一段时间，他爱喝的泸州窖酒精品搞
促销，从110元降到了62元时，柳伟就多买了几
瓶。“酒的价格，我感觉没涨，可能是有些高档酒
涨了。”柳伟说。

9月17日，记者在文化路一家超市看到，张
弓、四五、宋河、杏花村、泸州老窖、金种子等
10多种白酒都在降价促销。其中，西凤红宝典
从 98元降到了 49元，杏花村 52度御贡酒从 42
元降到了21元，基本打了五折。

今年8月1日起，我国开始执行白酒消费税
调整新政，税率不变但税基提高至出厂价的
50%至 70%。其中，对规模较大和利润较高的
大企业原则上提高至60%~70%。新政实施后，
除了贵州茅台、五粮液、剑南春等高端白酒的个
别单品有所上调之外，多数白酒的价格并未上
涨，特别是中低档白酒，反而抓住中秋节和国庆
节来临之机，进行降价促销。

白酒价格走势“两极分化”，啤酒价格又是
如何呢？昨日，金星啤酒集团副总经理李京介
绍说，去年8月到现在，啤酒价格不能简单地说
是涨了或者降了，因为各个厂家都在做自己的
系列，都在调整产品结构。“就金星而言，我们卖
得最火的是金星新一代，既有高档的，也有中档
的。”李京说，目前，金星新一代占到金星产品中
的四成左右，价格是不会降的。何况，啤酒的原
材料一直都在涨价，啤酒已没有降价的空间。

与李京的说法基本一致。奥克啤酒有关人
士也表示，因为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啤酒价格呈
现出上涨态势。

俗话说，“烟酒不分家”，香烟的价格是否上
涨了？

几个月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香烟产
品消费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除香烟产品生产

环节的消费税政策有了较大改变，调整了计税
价格，提高了消费税税率外，卷烟批发环节还加
征了一道从价税，税率为 5%。新政策从 5月 1
日起执行。

此次消费税的提高，影响最大的当数高档
香烟。如中华香烟的价格，就悄然上涨一成左
右，而一般烟民消费的普通香烟价格并没有变
化。比如市民购买较多的帝豪香烟零售价仍是
10元一包。

影响
多赚少花，年轻人喜欢网购和兼职

大学毕业两年多的小孟和男友小川在丰庆
路“非常男女”租了套标间。小川在一家软件公
司负责网络维护，工资1500元左右。小孟则刚
进入一家广告公司跑业务，“基本工资 800元，
提成的点不高，上个月好点挣了 1300元，我很
高兴，因为比平时多了几百块钱”。

提及每个月的花销，用小孟的话来说就是
“天天扎紧裤腰带”。小孟列了个清单：房租
700 元，加上水电费、天然气、物业费等将近
1000元；两个人每月吃喝费用800元左右，再加
上买衣服、化妆品等，一个月的工资就差不多花
完了。

小孟和男友年底就要订婚了，双方的老人
说会先给他们交首付买房子，按揭款让他俩自
己挣。为了早日有自己的新家，小孟和小川开
始了自己的挣钱和省钱计划。首先是精通计算
机的小川利用业余时间帮别人做网站赚点外
快，做一个网站 200元，比外面的便宜得多，但
小川很乐意干这个活。

两人的省钱计划有很多种，其中重要的一
条就是两人的衣服鞋子大部分上网买。

小孟说，网上有些衣服款式很不错，还便宜
些，一样的钱淘宝上可以买两件。

化妆品对于每个爱美的女人来说都是挡不
住的诱惑，然而无论是低端品牌还是商场里的
高档化妆品，价格没有不涨的。“好多品种没过
几个月就会涨几块钱，比如我上个月买的百草
集爽肤水一瓶 150元，这个月就涨了 10多块
钱。”一向主张可以少吃点但绝对不能素面朝天
的郭女士说，她今年 27岁，大学毕业 4年了，每
个月收入 3000元左右，花在化妆品、美容院和
衣服上的钱就占大头。

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维持她的美丽，她也
给自己找了份兼职——加入雅芳的直销大军。
9日，雅芳全国 12城市巡游招募的“新活巴士”
开进郑州街头，小郭被抽调来为爱美女士讲解
雅芳直销模式。“当天，有上百名和我一样想工
作之余赚点外快的女士加入了这个队伍。”在郭
女士看来，雅芳为女性和社会提供了一种创业
思路和创业机会。“不过，被国家严禁的传销绝
对不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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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公布的8月CPI
数据中，烟酒及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3%，其中
酒类上涨2.6%；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价格同
比上涨1.3%，其中医药上涨2%；娱乐教育文化
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教育上
涨2.9%。政府部门公布的相关数据是与去年8
月相比的结果，目前市民的感受又是怎样？
晚报记者 徐刚领 程国平 实习生 薛意茹 赵梦龙/文

晚报记者 马健/图

8月我省酒类、医药、教育价格同比涨幅都超过2%
两个孩子的择校费花了两万元

市民感觉酒和药没涨太多，但教育支出增加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