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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米饭涨到7块钱？

海底捞复工后涨价约6%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晒出菜单，称海底捞恢
复堂食之后涨价了，“人均220+，血旺半份从16
涨到23元，八小片；半份土豆片13元，合一片土
豆1.5元，自助调料10块钱一位；米饭7块钱一
碗；小酥肉50块钱一盘，过分了啊。”有媒体也
从门店侧面证实了这一消息。海底捞相关负责
人回应，涨价是受疫情及成本上涨影响，但整体
菜品价格调整控制在6%，各城市实行差异化定
价。 （来源：每经)

@李兆鹏：商家涨价是商家的权利，吃不吃
是你自己的选择。没有必要去喷商家。

@Rebecca cheung：讲真，放眼全餐饮
业，不涨，别人也不好过，涨了，消费者最多选择
不吃或少吃。

@丢掉梦想的猪：想把疫情期间停顿亏的
钱一次性赚回来，群众是傻子不成？

@楚杰：企业的损失试图让消费者承接，这
是很困难的。

@清夜无尘：为了赶快弥补亏损涨一点价
可以理解，但是涨成这样，吃相太难看。

@阿早：本来还说返京后就去吃海底捞的，
算了，太贵了吃不起了。

@云淡风轻：这个时候，我就会常去光顾扛
着不涨的餐饮企业，并且以后也会持续关注。
毕竟当潮汐褪去，裸泳的人才会浮出水面。借
着机会涨的，就让愿意买单的那些更有消费能
力的人去咯。

@另眼看世界：海底捞已经成了捞不起。

从网友的反馈来看，此次涨价的餐饮企业
不止于海底捞。疫情席卷大多数行业，餐饮影
响确实不小，而且即使目前渐渐复工，生意还远
远没有恢复元气。自救刻不容缓，但涨价是否
是良策还不好说。网上调查发现，“比起报复性
消费，我更需要报复性存钱”是疫情后大多数
90后的共识。涨价的决定是由企业做出的，但
消费者是否买单还得继续观望。

两姑娘高铁上摘口罩吃饭

引邻座男乘客不满起纠纷

4月4日，G7060次列车行至上海到苏州区
间时，两名年轻女乘客因摘下口罩吃东西，引起
邻座男子吴某不满并上前进行制止。一开始两
个姑娘停止吃饭，戴上口罩，但过会的确饿了，
再次摘下口罩吃饭。吴某很生气便开始指责，
双方随后发生言语争执和肢体冲突。乘警到场
调解，双方均认为自己没有错，乘警随后交接给
池州站派出所处理。铁路警方表示，长途旅行
需补充能量水分，高铁像地铁那样禁食不现
实。疫情期间餐车暂不开放，旅客须在自己座
位上就餐，建议错峰吃饭。 （来源：荔直播)

@热门话题探究：自己戴好口罩不就行了，
除非规定高铁里不能饮食，喝水都不行，不然不
摘口罩还能咋吃？

@别动我冰阔落：火车上都没说不能吃东
西，就连执法者都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男
乘客凭什么动手打人？别扯什么距离多远忍一
忍的事，现在的事情是动手打人去教训一个并
没有违规犯法的人。

@_Fun小姐_要有趣：最怕的就是：我这么
做为了谁？我为你好！

@我要操死我自己：这哥们儿应该是受疫情
的影响，产生了焦躁不安的情绪所致。

@阿森纳54321：4个小时就忍不了？
@海Y清：公共场合，只要是“摘下口罩”，哪

怕是吃东西的过程，都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制止和提醒是对的，没毛病！

@小乐王与点点：如何错峰吃饭？餐车不开
放，在车厢内哪吃饭？

吃饭就需要用嘴巴，用嘴巴就只能“摘掉口
罩”。之前提过地铁禁食，但高铁和地铁还是不
同的。列车乘坐时间相对要长，几个小时不吃
不喝要求自己可以，但没道理要求别人。并且
疫情防控期间，乘客只能“坐在自己座位上就
餐”。“摘掉口罩吃饭”，固然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但也不能简单粗暴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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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通报，山东援湖北医疗队员张静
静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张
静静于3月21日随医疗队返回，4
月5日隔离期满准备返家，却在
当天早上突发心脏骤停。正在
援非的张静静丈夫韩先生表示

“人已经没有了，我还没回家”，希
望得到相关部门帮助能尽快赶
回。4月5日张静静还在抢救时，
韩先生曾在朋友圈写到，愿用生
命换取妻子的安康，期望能早日
回国看妻子。（来源：澎湃新闻）

@临沂身边事：最心碎的消
息，莫过于等来了你的消息，却无
法等来你……英雄走好，静静，安
息！

@大明yun：援鄂的医务人
员每天面对着那么多需要救治的
病人，自己还有被感染的风险，心
理压力很大，救了别人的命，自己
却走了，而且已经坚持到回家的
时候了，太可惜太痛心了。

@羅氏四夕：孩子才5岁呢，
丈夫在孩子6个月的时候就援非
了，他心里得多崩溃啊！

@八月我们傻傻
的模样：她的丈夫此
时的心情难以想象，“大家”固
然重要，可是“小家”已经出现
了变故，有可能的话还是让年
轻的他们再见一面，不要留下
遗憾。

@嗳说话的猫：赶快让她丈
夫回家吧，这个情况让老人孩子
怎么承受得住？

@小飞飞哥阿：以后类似的
家庭，怎么样也要留一个稳住家
庭吧。对孩子打击多大啊！

张静静的离去，让人无比惋惜。她剪掉的
长发还没来得及长长，她惦念的孩子还没来得
及拥抱，她还没等到丈夫回来后补拍婚纱照
……医护人员以抢救生命为天职，但他们也是
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她的“小家”在这场疫情
中，两个顶梁柱都奉献给了“大家”，我们不会忘
记。湖北省卫健委表示：“张静静同志在黄冈市
抗疫期间，视患者如亲人，用大爱守护生命，被
患者喻为‘暗夜里的一束光’，展现了医者仁心
的崇高精神。你们对湖北的无疆大爱，我们将
永远铭记！”

女子不满被亲戚小孩叫阿姨

两家人高速上争吵分道扬镳

4月2日，重庆万州，高速执法人员巡逻时
发现一辆白色越野车停在应急车道，车上人员
在路边争吵。经调查，车上有曾某一家三口和
吴姓两姐妹，两家原本是朋友。小孩叫了小吴
一声阿姨，小吴觉得把自己叫老了，应该叫姐
姐，于是在应急车道和小孩母亲发生了争吵，
最终一行人分道扬镳。针对曾某随意占用应
急车道停车的违法行为，高速执法人员对其处
以罚款300元，驾照记3分。 （来源：梨视频）

@鲨逼：来广东吧，大家都叫你靓女。
@HYH吴情：小朋友你是不是有很多问

号？
@全是绝世美男：emmm……小了十几岁

确实也可以叫阿姨，而且这么算孩子才多大
啊。童言无忌，小孩子哪懂大人的想法。如果
不乐意就好好说，因为这个闹成这样，双方都
有问题。

@蓝天幼儿园大队长：亲戚都是有辈分的
吧，我有个侄子年龄比我都大，有辈分就按辈
分来，没辈分就按年纪来。。

@纳岁人：这心理年龄确实还是个孩子。
@饭老腰：被低幼化价值观洗脑的后果。
@由色：我16还是17岁时被叫过，的确有

一丝难过，但是没必要吵起来啊。
@别打扰我进步了：哈哈，现在在大街上喊

一声美女帅哥，保证都集体回头，都觉得是在
叫自己，喊一声姐姐，老掉了牙的老奶奶都笑
开了花。

叫姐姐还是叫阿姨？叫哥哥还是叫叔叔？
这两种称呼之间的选择，堪称陌生人交际中一
碰就炸的定时炸弹。前段时间，话题#女生很讨
厌被叫小姐姐吗#还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大量
网友的讨论。说起来，这也是每个二十来岁的
年轻人长大的过程中必经的打击和挣扎，但在
当下崇尚年轻的潮流下，称呼的坚持似乎是青
春最后的倔强。不满可以理解，但吵架真没必
要，甜甜地告诉小朋友“叫姐姐”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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