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 自 5 月 10 日起，我国
烟草税率由5%涨至11%。记者昨
天在市区采访了解到，目前市区香
烟零售价格上涨，普通香烟每盒至
少涨价0.5元，高端香烟每盒涨幅
在5元以上。

据了解，我国烟草消费税分别
于 1994 年、1998 年、2001 年、2009
年进行过4次调整，这次是我国时
隔6年后再度调整烟草税。那么，
此次烟价的上涨，会对香烟零售商
及烟民的消费产生什么影响呢？

香烟零售价格上涨

“我们这里的烟价都涨了。”昨
天上午，在市区建设路与长青路
交叉口附近一家烟酒店，记者咨
询烟价，店里的一位年轻姑娘
说。据了解，该店此前销售的 10
元一盒的帝豪烟涨到了 11 元，17
元一盒的黄鹤楼涨到了 19 元，23
元的芙蓉王涨到了 25元，软中华
由此前的65元涨到了70元，涨幅
均在10％以下。

记者随机走访了市区光明路
中段、曙光街等路段的多家中小型
超市及烟酒店，各家香烟零售商均
表示所售香烟已于近期涨价，涨幅
大都不超过10％。

“附近其他店里的烟价一个星

期前就涨了，我们这里这两天也跟
着涨了。”曙光街与荟文街交叉口
西侧一家超市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记者采访时发现，各烟酒店香
烟价格上涨幅度并不一致，这类烟
主要是 20元左右的中档烟，如黄
鹤楼、芙蓉王等，涨价前黄鹤楼售
价17元，但涨价后有的售价19元，
有的售价 18元，芙蓉王有的卖 25
元，有的卖24元。

“涨得太多影响销量啊！”对
此，一些零售商这样对记者说。

受访烟民很“淡定”

市民小王烟龄 20 年，一个多
星期前，他特意趁一些烟酒店还没
涨价多买了几条香烟。小王平时
抽的是６元一盒的红旗渠，涨价后
每盒涨了6角钱。

小王说，此次烟价上涨，对于
像他这样的烟民来说影响不大，他

“抽烟已养成习惯了，很难改掉”，
他认为，抽烟主要是受环境影响，

“如果在加油站、军火库，你还敢抽
吗？”他笑着反问记者。

市民李先生烟龄 30 年，他曾
试着戒过几次烟，但每次都以失败
告终。李先生说，烟就是涨价也要
买，再说涨幅还是被相关部门控制
的，不是随意乱涨。

烟民小王说，如果烟价涨得太
多，他会考虑少抽点。

香烟零售商：涨价影响销量

市区多家香烟零售商表示，烟
价上涨后销量不同程度受到了影
响。

“这几天烟卖得不是很好，一
些人问问价钱后又走了。”在市区
曙光街西段一家超市，一位中年男
士告诉记者，涨价前超市里仅帝豪
烟一天能卖五六条，但涨价的这几
天，每天少卖了一两条。

这位男士告诉记者，他所在的
居住区不少单位效益下降，很多职
工工资不高，此次涨价后有不少抽
烟的买的烟都降了一个档次，“原
来抽十块的现在都改抽八块、六块
多的了”。

市区光明路中段几家名烟名
酒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烟价上涨
后，香烟销售量明显不如以前。

资料显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吸
烟人数超过3亿，15岁以上的人群
吸烟率为28.1%。提高烟草税也凸
显出我国以重税控烟的决心，全球
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提高烟草税
来实现控烟，包括发达国家、发展
中国家，这也是目前证明最有效的
烟草控制方法。卷烟消费税如能
提高两倍，卷烟零售价格可增加约
1倍，而卷烟消费将至少降低30%，
同时还会增加国家税收。

市区香烟价格普涨

有烟民表示：以后少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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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娄刚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孙振
杰今年 35 岁，郑州大学中国古典
文献学博士研究生学历，是很多人
眼中的青年才俊。本报与市图书
馆推出鹰城“读书达人”评选活动
后，他的一个朋友向记者推荐了
他。电话中，这位也颇爱读书的市
民自信满满地对记者说：“你们评选

‘读书达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他。”

博士读书，必有过人之处。带
着这个先入为主的想法，记者近日
到平顶山学院采访了孙振杰。

在学院家属区，孙振杰有一套
宽敞的住宅。浏览书房，藏书量并
不特别大，书架上大部分都是他的
专业书籍，如《徐玉诺诗文辑存》《汉
字与两性文化》《中国诗史》《中国古
代小说总目》等，另外还有一些国学
书籍。在其后的交谈中记者了解
到，他经常在网上阅读电子文献，读
后觉得有必要时，才会购买纸质书
收藏，便于再次阅读。

我们的话题从他目前正在研
究的领域——小说文献说起。据
孙振杰介绍，这一领域是通过对与
小说有关的文献包括评论、笔记、
书信等的研究，理清小说的发展流
变，比如通过文献研究可以知道
历史上哪部小说具有重要的转折
意义。

记者请孙振杰举上一例。他
说：“比如唐朝 王 度 写 的《古 镜
记》。《古镜记》里面的故事在南北
朝其实就有了，但早期这个故事只
是寥寥数语，到了唐朝，就有了对

照妖镜使用情形的描写、对人物心
理的描写。所以，从南北朝到唐朝
是中国小说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
时期。”

随着谈话的深入，记者逐渐发
现了孙振杰作为“博士”的特点：知
识渊博。话题所及，佐证史料信手
拈来，毫不费力；思维和表述很有条
理，长期学术训练的烙印很深。

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谈话中，
孙振杰经常在精确的学术语言和亲
切的豫东方言之间切换，效果却不
违和。比如，他严谨的时候说“建
构”，想放松的时候就说“去伙”。

高考失利的“学霸”

孙振杰出生在许昌市鄢陵县农
村，但却是书香门第。他父亲是医
生，父亲的六个姊妹也都读书、做学

问。孙振杰从小就是个爱学习的好
学生，成绩拔尖，一直被师长寄予厚
望。但高考时他的分数没有达到目
标学校的录取线，最后以同意调剂
的结果进入信阳师范学院学习中文
专业。

进校初期，他一直笼罩在沮丧
的情绪中，遂以读一些高冷的书籍
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比如哲学
等。后来，他开始约束自己，一头扎
进学校图书馆苦读专业书籍。

“学校图书馆有一个‘基藏书
库’，就是基本藏书，不外借。不夸
张地说，26个字母的条目，文学类
的，从A到Z我每一本都看过。”孙
振杰说。

他读书读到了痴迷的程度，晚
上做梦都和书有关。“朱自清在《经
典常谈》中评价《歧路灯》是‘旧来第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我咋

也想不通，想得多了，晚上就做梦和
朱自清辩论”。

而对这一阶段的苦读，孙振杰
自我评价“还是功利性的读书”，先
是想从书中读出个前程，上大学后
又想通过读书实现自我。“‘实现自
我’就是想在别人眼里证明自己，还
是功利性的”。

“其实图书馆的管理员特烦我
们这些常泡图书馆的人。整个学校
就这么十来个人，一坐一天，影响人
家早下班。”孙振杰回忆。

孙振杰说，他真正从读书中获
得单纯的快乐是在华东师范大学读
硕士期间。当时他的专业是古典小
说美学，为了撰写和李绿园《歧路
灯》有关的毕业论文，他通读了学校
图书馆所有记载过李绿园及《歧路
灯》的河南省各县的县志。在上海
市图书馆发现有关文献后，囿于该

馆不允许将文献带出馆外的规定，
他连续3次自带数码相机进馆，将
文献带到卫生间翻拍。后来，他以
此为基础撰写了以《〈歧路灯〉传播
研究》为题的毕业论文，最令他自豪
的是，由于论文中有两处前人未曾
发现使用过的史料，故而常被其他
研究者引用。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读书有了
收获，很快乐。”孙振杰说，“实际上，
我上大学时候读《歧路灯》并没有想
到以后会以它为研究对象，我是到
平顶山学院以后才对李绿园和《歧
路灯》产生浓厚兴趣进而在读研时
以它作为论文主题的。这就叫机缘
巧合吧。”

随着书越读越多，学历越来越
高，孙振杰渐渐地可以把拥有的知
识反哺社会。据他介绍，去年他和
同事拍摄、制作了一部名为《李绿
园和〈歧路灯〉》的纪录片，用以宣
传鹰城地域文化。2008年，他还报
名成为孔子学院的教师，赴泰国任
教一年。

孙振杰荐书：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是孙振杰
近来常看的一本书。该书由中国国
家博物馆研究员孙机所著。他在推
荐这本书时说：“这本书是在讲稿的
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语言生动活
泼，就像拉家常一样，从我们的衣食
住行讲起，介绍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农业与膳食，酒、茶、糖、烟，纺织与
服装，建筑与家具，交通工具，冶金，
玉器、漆器、瓷器，文具、印刷、乐器，
武备，科学技术，古代物质文化的方
方面面，究竟哪些出自中国的创造，
创造过程中又有哪些是本土因子哪
些是外来因子，中外融合的契机是
怎样的，这些人们颇为关心却往往
难得确解的问题，这本书都梳理得
一清二楚。读者可以通过作者的娓
娓道来，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中国古
代的灿烂文明。”

从功利到兴趣 从汲取到反哺
——孙振杰博士的读书历程

姓名：孙振杰
年龄：35岁
职业：大学教师
推荐书目：《中国
古代物质文化》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天气越来越热，不
少路人、露天工作的室外劳动
者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口渴
喝不到水，饮料越喝越渴。昨
天，记者途经市区新华路与建
设路交叉口附近，发现一商家
在路边设立了免费茶水点，为
路人、露天作业者提供喝水、歇
脚的地方。

“不是买不起饮料，而是喝
那东西根本不解渴，不如喝杯
水得劲。”昨天上午10时许，在市
区新华路与建设路交叉口东北角
铁记宴宾楼门前，出租车司机赵
师傅边接茶水边对记者说。

桌子上除摆放着一大桶栀
子花茶外，还放着一些一次性
水杯。桌边搭着一个写着“爱
心茶水供应”字样的条幅。

赵师傅说，开出租车消耗
水很多，一天要喝好几杯。特
别是天热时，带的水早早就喝
完了，去路边店家借水吧，老不
好意思。“有这样的爱心茶水供
应点，方便多了”。

“这个饭店的老板不错。”
环卫工人老张接了一杯茶水后
说，他带的水总是不够喝，喝完
后舍不得买水。“有了爱心茶水
点，我就可以经常过来接水喝
了。”

“我们去年开始设立爱心
茶水供应点，一般每天上午 9
时30分至晚上 9 时 30 分供应
茶水。”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个茶水供应点一开始是
为环卫工人设立的，“后来，在
附近等车的乘客、出租车司机
等都来接水，我们便又准备了
一些一次性水杯。”

“今年5月 1日起，爱心茶
水供应点开始供应栀子花茶、
菊花茶等消暑祛火茶。”工作人
员说，天凉时，一天需要两桶
茶；天热了，一天要四五桶，“我
们是开饭店的，烧点开水其实
也不麻烦，也算是做点力所能
及的小事吧。”

爱心商家街头设立免费茶水点
路人、露天作业者有了喝水的地方

在家中读书的孙振杰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昨天上午，一位环卫工人
在爱心茶水点前接水。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