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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市沉寂10多年再度发飙
据悉，中国邮市在1996年至1997年出现过一次疯炒后，沉

寂了 10 多年。今年春季后，邮市一路上行，一反以往股市热
了，邮市就冷的格局，行情越来越热。

碧波园邮票市场的李先生说，如今不仅金猴价格高涨，二
轮生肖邮票价格也在攀升。

据介绍，当时面值为 115.2元的整版龙票（80张），7月中
旬已涨到1400元左右，而现在更是涨到2100元左右。

不仅如此，许多邮票的价格都以翻倍的速度大涨，像1962
年的《梅兰芳》邮票，由去年5万多元，涨至目前的13万元。《梅
兰芳》小型张，也从年初的6.5万元涨到14.5万元。

业内人士建议，回避大涨邮票和新票
如今，卖邮票的店主和投资者都在津津乐道谈论目前中国

炽热的邮市。有投资者指出，现时许多投资房地产、金银币的
资金流入邮市，“炒邮比炒股好”。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今年邮票市场火爆，除了这些版本的
邮票发行量少、存世量少因素外，大量游资涌入炒作也是重要
原因之一，导致部分邮品价格出现了非理性上涨，出现了“疯
涨”行情，由此判断，那些遭到爆炒、目前已达到高位的邮票，不
建议投资者和收藏者介入。

另外，邮市的确存在着一种从高端到低端，轮番上涨的轮
动效应，为此投资邮市还是有潜力的。目前市场里还没有大涨
的一些中低端品种有升值空间，—些年份比较靠前的老品种升
值较快，但新发行的年册投资价值没有那么快显现，市民如果
选择邮票收藏、投资，选择长期持有将会有较好的升值空间。

10多块钱买的一张猴票卖了9400元

炒邮考验的是耐心
专家：投资应回避大涨邮票和新票

昨天，家住建设路的
王大爷给晚报打来电话
说，他无意中购买的一张
猴票卖了 9400 元，当年
买的时候才10多块。王
大爷一直都喜欢集邮，他
说：“当年我买邮票那会
儿，老伴儿一个劲儿地埋
怨我光买一些不顶饥的
东西。”如今，王大爷的老
伴直夸他有眼光，现在老
两口可高兴呢！

确实如此，中国炽热
的炒风已转到邮票市场，
上个世纪80年代的猴年
邮票（又称金猴），每张已
炒至 9700 元，一版价值
更超过100万元，按照郑
州的房价计算，可买 160
平米的大房子呢。

晚报记者 孙娟
实习生 潘丽娜 张婷

需要帮助的流浪人员，可
以到这里或拨打求助电话

昨日启动的冬季集中救助大行动，
将加密街头巡逻救助，每天出动固定流
动救助车，带上食品棉衣，全天巡逻大
街小巷，遇到求助人员及时发放物品或
救助。

市救助管理站特别提醒，这个冬
天，如果在街头遇到生活困难的流浪乞
讨人员，市民可帮他们指路，送到 4 个
市内的临时救助点：解放路救助点（公
交站亭）、文化路救助点（黄河路与文化
路交叉口西南角）、淮河路救助点（淮河
路郑密路交叉口）和火车站救助点（广
场南邮政楼旁）。也可拨打救助站的救
助 电 话 ：0371—68953510（ 男 ）、
68953509（女）、68953532（少儿），帮助
他们过个暖冬。

此外，市救助管理站还急需棉衣、
棉裤、棉被等过冬取暖的衣物，热心市
民和企业想捐助的话，可以拨打本报热
线67659999，对他们进行捐赠。

火车站地区30多名流浪乞讨人员昨日接受救助

“老面孔”不情愿回家乡
市救助管理站：八成以上都是职业乞讨者

10月中旬，《郑
州市火车站地区管
理规定（征求意见
稿）》公开向社会征
求意见，市政府提出
要在火车站东西广
场及周边设立禁讨
区，尤其是以胁迫、
诱骗、反复纠缠、强
行讨要的方式乞讨。

昨日，市救助
管理站集中启动冬
季救助集中行动，
一上午时间共有30
多人接受救助。和
以往一样，很多流
浪乞讨人员都只是
接受了面包、盒饭
等午餐救助，但对
于回家或者到救助
站，大部分人拒绝
了。

“据我们调查，
火车站地区的流浪
乞讨人员八成以上
都是‘职业乞讨’。
作为乞讨人员的救
助部门，我们赞成
设立禁讨区。”市救
助管理站站长谢小
卫表示。

晚报记者 裴蕾/文
马健/图

本月开始社保投诉全年无休
□晚报记者 辛晓青 通讯员 付锁良

昨日，郑州市社会保险举报投诉中心传
来消息，本月开始，双休日、节假日期间，郑州
市社保稽查大队将正常上班，按照正常工作日
的要求接待处理职工群众的来访、来电举报投
诉事项和政策咨询业务。联系电话：67170200，
QQ：1067129942 1067269167，微博：郑州社保
稽查，网站：http://www.zzsbjc.com。

公交和环卫一线职工不
用再为住房发愁
□晚报记者 孙娟 实习生 张婷

昨日，公交和环卫行业一线职工收到了
一份“大礼包”。市政府下发《关于解决公交
和环卫行业一线职工住房困难有关问题的通
知》，力争到2012年底，使公交和环卫行业一
线职工的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公交公司在满足公交场站用地需要的前
提下，可以利用市区便于到岗的部分原有公
交场站或远郊终点公交场站，由企业自行筹
资建设公交司乘公寓，用于解决一线职工的
住房困难。

各区集中组织建设一定规模的公共租赁
住房，也可以通过购买或租赁方式筹集一定
数量的房源作为公共租赁住房，专项用于解
决环卫职工的住房困难。2012 年底前实现
无房环卫职工全部入住环卫公寓。

高校社团招新 务实类吃香
□晚报记者 张竞昳 通讯员 金亮

“英语村”、“梨园社”、“电影爱好者协
会”……11 月举行“百团大战”，已经成为我
省各大高校社团的惯例。近日，郑州大学为
期两天的社团招新活动落下帷幕，在这场

“战争”中，打着务实旗帜的社团异军突起，战
胜了大部分以发展兴趣爱好为目的的社团。

本次招新共招募新成员7355人，其中实
践服务类社团招新1972人，占26.8%；理论科
技类招新1224人，占16.6%；艺术文化类招新
987 人，占 13.4%；运动休闲类招新 1399 人，
占 19%；兴趣爱好类招新 1833人，占 24.9%。
从数据上看，“务实”类与“兴趣”类平分秋色，
但“兴趣”类中的“务实”卧底——英语村和演
讲与口才协会招新总人数超过1000人，而其
余各社团招新都不超过50人。

火车站广场上30多名流浪乞讨者接受救助
“大伯，您是哪里的？”昨日上午10点半，在火车站的南侧广场，一位衣衫

褴褛、满脸胡子的中年男子正在一个垃圾桶内捡垃圾。听到救助站工作人员
的问询，他很和善地咧嘴笑了。

他的方言很重，现场很多人都听不懂他的话。经过比较费劲的了解，才
知道他是来自四川某个农村地区的，本名付国强（音）。他说自己的家乡现在
已经没有亲人了，不愿意回家，就在郑州火车站捡垃圾或者要饭维持生活。

接受了救助站人员送来的盒饭和面包，他显得很高兴，一个劲儿表示感
谢。

在距离付国强“家”很近的地方，一个老奶奶正在乞讨。
她姓朱，78岁了，家是尉氏的，“今年过了年俺就出来了。”
对于救助人员送来的午餐，她特别高兴地就接受了。但是，当救助站人

员告诉她可以送她回家的时候，她连忙摆手：“回家弄啥？家里没人了！”
在广场上继续前行，又接连遇到了四五个乞讨者。其中，来自甘肃的吕

老伯一家最为引人注目，因为他们是一家三口集体行乞，夫妻二人还带着3岁
的小孙女璐璐（音）。

“孩子的妈妈跟别人跑了，她的爸爸出去打工了，就剩下我们带着孩子出
来讨饭了。”吕老伯说，他们来到火车站，就是准备回家的。“天气冷了，孩子也
受不了了。”

一上午时间，共有30多名流浪乞讨人员接受了救助。
“这些接受救助的人，对我们来说多是‘老面孔’了。”市救助管理站安置

科副科长张强告诉记者。

小孩子一脸天真地看着发盒饭的工作人员。小孩子一脸天真地看着发盒饭的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