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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希腊7月5日举行公投
选择“No”之后，希腊未来的不确定
进一步增加。希腊民众发现，公投
之后，银行继续关门，超市许多货架
都卖空了……

希腊总理亚力克西·齐普拉斯
预期在7月7日召开的欧元区紧急
峰会提交新方案，应对日益严峻的
主权债务危机。据英国媒体报道，
新方案据信将包含希腊要求债务减
记至多30％的内容。另一方面，齐
普拉斯可能将接受国际债权人提出
的诸多要求。

资本管制再延长两天

为避免银行系统崩溃，希腊政
府在当地时间6月29日宣布，从当
天开始至 7月 6日，希腊银行将停
止对外营业。不过，7月7日，公投
之后的第二天，希腊民众发现，银行
的大门依然紧闭着。

希腊新财长齐卡罗特斯称，资
本管制将再延长两天。也就是说，
希腊的银行7月7日不开门，且到7
月8日午夜前都不会开门营业。

更坏的消息是，希腊民众每日
取现的上限额度或继续“缩水”。有
消息称，现在希腊央行要求各银行
高管商讨是否可能将每日取款限额
从60欧元降至20欧元。

据报道，由于现在希腊银行取
款机中连20欧元的现钞都不够了，
每天60欧元的取款上限实际上已
降低到50欧元。

此外，退休者的养老金也拿不
到全额。尽管希腊政府将养老金取
款上限设在 120欧元，但当一些退
休者前往银行领取养老金时，却被
告知没有足够现金。为此，一些老
人还与银行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
这些老人抱怨说，他们早上7点就
开始排队，结果等了几个小时无法
取钱，还要付钱坐车回家。

生活用品被抢购一空

英国《每日邮报》7月6日报道
称，公投之后，因为对未来不确定性

的担忧，希腊民众开始囤积食物等
生活必需品，希腊超市都要卖空了。

报道称，在雅典，许多超市生活
用品已被顾客抢购一空，大米、面
粉、糖、干豆以及食用油尤为抢手。
此外，卷筒纸也是热门囤积品之一。

51岁的雅典市民安德鲁斯称：
“大部分人都在大量采购、囤积食品，
他们担心最坏的情况可能发生。”

法国媒体也报道称，商店里可
以看到家庭主妇、老人与大学生，全
都推着满到放不下、重得推不动的
购物车，或扛着好几袋沉甸甸的食
物离开商店。人们购买最多的三大
必需品是糖、面粉与意大利面。

希腊当地媒体则援引连锁超市
和食品行业消息报道称，希腊鲜肉、
鱼和乳制品供应面临严重短缺，行
业人士越来越担心下一周的供应问
题。与此同时，香肠和冷切熟食生
产商也已出现原材料短缺的问题，

因为这些原材料有70%依赖进口。
此外，药物也出现供应不足的

状况。在希腊，许多药品都依赖进
口。由于现在银行转账被禁止，各
个企业无力向供应商付款。

一家药店的老板玛丽·帕帕佐
普洛说：“我们出现了药品短缺。甲
状腺素要卖完了。除非形势发生戏
剧性的变化，否则下周我们将承受
更多短缺。”

汽油也开始成为稀缺商品。一
位加油站老板对希腊媒体透露，公
司一半的加油站已经空了，许多人
拿着桶来装油，以防万一。

面对囤油的现象，英国《每日邮
报》称，有些加油站已经竖起了20
欧元的限制标志。

英国拟送现钞去希腊

英国《每日邮报》称，英国财政
部正拟定应急计划，包括在希腊银

行系统崩溃之时，派出装满现钞的
飞机到希腊去，帮助被困英国游客。

2013年塞浦路斯金融危机时，
英国政府曾派遣一架皇家军用飞机
向塞浦路斯运送了100万欧元现金，
以确保当地的英国人能支取现金。

此次，当工党议员吉塞拉·斯图
尔特问及，如果希腊银行自动取款机

“枯竭”，英国财政部是否也会采取相
同措施时，英国财政部长奥斯本暗
示，类似的计划正在考虑之中。

奥斯本还建议，去希腊游玩的
游客应该带足药品。此前，游客已
被建议带足现金，因为可能有越来
越多的商店与餐厅只收现金而拒绝
接受信用卡支付。

食品短缺让游客对希
腊望而却步

希腊遭遇的危机也重创该国旅

游业。旅游业是希腊经济的支柱和
主要出口创汇产业，占希腊经济总
量的18%，去年共有2200万人赴希
腊旅游。

但是，食品短缺也威胁到了希腊
旅游业。瑞典媒体称，希腊旅游协会
上周就对全国酒店和餐厅发出警告，
食品饮料和水果只够一个星期。米
科诺斯岛和圣托里尼岛等著名景点
据报道已出现了食品短缺的现象。

在现金短缺、食物等生活必需
品告急、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许多
游客对希腊望而却步。

英国《每日邮报》6日援引一家
旅行社的数据称，近几周，去希腊的
订单急剧下滑，大约只是正常情况
的四分之一。

瑞典媒体则在上周报道称，希
腊旅游业已经下滑百分之三十至四
十，平均每天五万张订单取消。

（解放）

希腊银行再关两天，超市货架都空了 希
腊总理拟在欧元区紧急峰会提交新方
案，或接受国际债权人提出的要求

从 6 月 29 日希腊开始实施资
本管制，到现在已经第九天了。希
腊银行系统未能恢复正常营业，资
金流动不畅，是否会影响日用必需
品的买卖，让老百姓生活不便呢？

7月7日傍晚，新华社记者来到
雅典市东郊一座家乐福超市。这是
雅典市家乐福的旗舰店。

货架上商品满满，跟平常一样；
超市员工跑来跑去，更换商品或贴标
签，依旧忙碌而敬业。不过，有所不
同的是，顾客比平时少了，虽然每一
种货架前都还有顾客在挑选商品。

相比之下，顾客最多的是奶酪
专柜。顾客们自觉排队，井然有
序。是的，井然有序！即使在资本
管制期间，即使在银行取款机前，九
天来希腊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秩
序，表现出克制、隐忍，甚至不乏乐
观与幽默。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危机面前依然保持着尊严，令人从
心底充满敬意。

在新鲜多彩的果蔬摊前，一位

女士一手拿着手机欢快聊天，一手
抓起一盒杏端详；一位帅气男士边
打电话边选桃子，身旁童车里的男
孩打量着记者。

在电动扶梯口，刚买完东西的
电脑工程师阿纳斯塔西亚季斯女士
告诉记者，她跟别人一样，每天提取

60欧元当零用；需要支付超过60欧
元时，就使用信用卡，比如刚才结账
就是刷卡。她估计，资本管制至少
得持续两三周，“即使银行重开，也
只会一步一步恢复，比如现在60欧
元，过一阵子100欧元，然后慢慢增
加吧。”

当记者问她资本管制是否让她
节衣缩食时，阿纳斯塔西亚季斯说
没有。虽然她丈夫阿历克斯在私营
部门工作，债务危机以来薪水减少
了三分之一，但他们没有孩子，因此
并不觉得经济特别吃紧。

最主要的是，他们在资本管制

前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取出大笔现
钞，放在家里备用。不过他们还是
希望希腊政府和债权人能尽快达成
协议，让银行尽早开门，恢复营业，
以便他们把现金放回去。“在家里放
钱毕竟不安全，对吧？”她无奈地说。

（据新华社雅典7月7日电）

“填饱肚皮”和“满足口舌之欲”之争

最近，媒体对债务危机下的希腊超市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报道，
有说货架卖空的，也有说瓜果充盈的，实际情况可能是——

雅典家乐福
旗舰店
商品“任你挑”

7月 7日，在希腊首都雅典郊区的一座超市里，一
名女顾客边打电话边购物（左图）。

7月 7日，在希腊首都雅典郊区的一座超市里，一
位父亲带着孩子在购物（下图）。

新华社记者 刘咏秋 摄

大家都在买食物，只买食物，其他物品都不买，只买必需品

希腊人疯抢糖、面粉与意大利面
从卷筒卫生纸到小扁豆，

货架上的生活必需品都被塞进
了购物车。 （央广）

法新社的照片显示，雅典一家超市售卖粮食的货架已基本卖空了。售货员说，大家都在买食物，只买食物，其他物品都不买，只买必需品。（央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