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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羊年首个交易日，对于广大股民来
说，没能延续过年时的喜庆心情：股市没有迎来
开门红。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高开，冲高遇阻出现回
落，尾市快速下跌，共有 1600 余只个股下跌。
截至收盘，沪指跌0.56%报3228.84点，成交金
额 2651 亿元；深成指跌 1.53%报 11539.70点，
成交金额2526亿元。从盘面上看，军工、节能
环保、供水供气等板块领涨两市，保险、教育传
媒、计算机等板块跌幅居前。

历史统计数据显示，春节后10个交易日上
涨的概率接近八成。自 1996 年至今，春节前
10个交易日和后10个交易日获得正收益的概
率分别为84%和79%，平均收益率分别为3%和
2.1%。

股市为何在羊年首个交易日一片“绿油
油”？我市一家证券公司的投研总监柳刚认为，
春节前最后七天，股市七连阳，累积了一定获利
盘，涨幅较大需要消化；沪港通做空机制的推
出，导致大盘蓝筹遭受心理压力，带动股指回
落。此外，虽然有政策连续出台，但是实体经济
数据还未看到实质性好转。

“昨日股市高开震荡收低的阴线表明投资
者较为谨慎，量能与前几个交易日持平表明行
情走势还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我市一家证
券公司投资顾问赵婷婷认为，节前股指连续上
涨积累了一定的获利盘，因此谨慎的投资者选
择逢高离场也在情理之中。此外，从技术上分
析，昨日股指跌破30日均线，表明股指需要震
荡化解获利盘的压力。

柳刚表示，从后期来看，预计随着政策放松
逐步推进、企业盈利增长预期有望继续出现好
转，市场预计将重回上升通道。

此外，全国两会将于 3 月初召开，预计两
会期间与政策相关概念股上涨概率较大。随
着改革预期的逐步深化，国企改革、自贸区、

“一带一路”、新能源汽车概念有望成为资金
追逐的重点，建议投资者给予关注，操作上关
键要看量能能否有效放大及消息面和政策面
的变化。（本文专家观点不代表本报观点，仅
供参考）

本报记者 赵佳

羊年首个交易日
A股一片“绿油油”

本报讯（记者 王蕾 通讯员 赵梅香）昨
日，记者从市工商局获悉，春节长假期间，市工
商部门共接到各类消费者投诉156起，与去年
同期相比下降4%。

消费者投诉反映问题集中在酒店住宿、
商场购物、景区消费等方面。部分宾馆、酒店
接受消费者预订后，出现违约情况；一些商场
存在促销行为不规范，未及时提供售后服务
等问题。

另外，有部分消费者反映，一些景区在未提
前告知游客的情况下关闭景点设施，降低服务
标准，影响游客正常游玩。

春节期间所有消费者投诉、举报案件均已
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分转至相关辖区工商部
门，并得到解决，共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25
万元。

宾馆接受预订后违约、商场促
销不规范现象比较突出

今年春节
消费者投诉156起

新年首月，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继
续低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洛阳调查队昨日发布
调查数据显示：今年 1 月，我市 CPI 同比上涨
1.1%，涨幅较前一个月回落0.6个百分点。

CPI仍在涨，但增速放缓

“同比上涨1.1%，应该算是很低了，为啥我还
是觉得钱不经花？”CPI数据出炉后，市民李女士
发出疑问。

CPI增幅放缓，从理论上讲，市民手上的钱更
值钱了，也应该更经花了，为啥很多市民对此感
受不明显呢？

“CPI同比增速放缓，但CPI仍是增长的，只是
增幅小了，所以物价整体并没有降低。”国家统计局
洛阳调查队相关调查人员表示，CPI包含了我们的
衣、食、住、用、行等几大方面，从1月的调查数据来
看，跟市民日常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食品、衣着、居
住等价格都在涨，所以，市民会觉得物价较高。（相
关数据详见右图）

需求不足，拉低CPI

为何1月的CPI会这么低？“主要是由于经济
下行压力增大，导致需求总体疲软。”市金融专家
委员会主任席升阳表示，CPI与经济运行、消费者
对经济的预期相关，经济增长乏力，收入预期降
低，消费就会不足。

春节错月，也是 1 月 CPI 走低的一个重要原
因。“今年1月CPI增幅较低，是因为今年2月才过
农历春节。”调查人员表示，去年春节在1月，部分商
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较多，抬高了今年1月的对比基
数，致使CPI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以鲜菜为例，1月我市鲜菜价格比去年12月
上涨5%，但和去年1月相比，价格并不算高，同比
还下降了5.5个百分点。

CPI将保持温和增长

CPI是从老百姓消费的角度，来观察物价涨
幅的，它过高或过低都不好。去年全年，我市CPI
较前几年低位运行，今年开年，CPI低至1.1%。

“事实上，CPI的增长速度与宏观经济基本呈
正相关。”席升阳表示，从百姓生活角度看，物价
涨幅温和是好事，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CPI处于
较低水平意味着需求总体疲软。

席升阳说，从短期来看，CPI增速放缓，老百
姓可以直接获益。但从长期来看，CPI增速放缓
意味着经济活跃度下降。经济活跃度下降，人们
不愿意消费，也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

“受春节错月这一特殊因素影响，导致今年1
月CPI涨幅较低，2月CPI同比涨幅有可能小幅回
升。”调查人员表示，今年，“稳增长”仍然是我市
经济的“主旋律”，预计我市CPI将和全国保持一
致，仍将保持温和增长态势。

本报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邢秋红

1月同比上涨1.1%

我市CPI继续低速增长

春节假期自驾归来，车辆经过“旅途劳
顿”，性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假期人多
车多，旅途中难免遇到剐蹭等问题。

如何给爱车保养检修？在异地产生的交
通违法记录，该怎么处理？在异地出险，又该
注意哪些事项？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保养检修：无须扎堆保养，
根据车况自检

昨日是春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记者
在市区多家汽车4S店看到，前来为爱车做检
测、养护的车主明显增多。业内人士提醒，汽
车何时保养主要参考行驶里程，如果车辆没
有发现明显问题，没必要扎堆进行保养。正
月十五前是维修保养高峰期，车主可先根据
车况自检，高峰期过后再到店检测。

某汽车保养店专业人士王岩建议，车
主首先对车辆进行彻底清洗，再检查车身
和底盘，看是否剐蹭过；车辆长途跋涉后，
机油、防冻液、刹车液、玻璃水等消耗非常
大，应及时补充；近日多地雾霾天气多发，
空气滤清器和空调滤清器容易沾上灰尘，
应检查滤清器状况，如有必要及时更换。

“还要根据行驶路况，进行自检。”王岩
说，如果车辆行驶过石子路段，车主应认真
检查轮胎是否有裂痕，并把胎纹内夹杂物
清理掉；用胎压表检查每个轮胎的气压是
否正常，视情况补胎或充气。如果汽车长
时间下坡行驶，还应该检查刹车块及刹车
片。

此外，还要留意车辆是否出现跑偏、行
驶中是否有异响、方向盘和发动机是否抖
动等。

异地违法：非现场违法，可
回来处理

由于对外地道路不熟悉，假期过后，很
多人担心一路上是否有违法记录。交警部
门提醒，自驾游归来，市民应留意是否有异
地交通违法行为。

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违法行
为发生地的交警部门会将异地违法数据集
中上传公安部，再由公安部将数据整理后
分传给车辆归属地交警部门。在交通违法
行为发生后10个工作日内，违法情况将会
在车辆归属地交警部门网站上公布。

“市民可登录市交警支队网站（www.
lyjjzd.com）查询自己是否有异地道路交通
违法记录，若驾驶本地号牌车辆在外地产
生非现场违法记录，应及时到市区各交警
大队违法处理点接受处理；本市司机如果
在外地被交警现场处罚，必须在当地缴纳
罚款。”该负责人说。

此外，在高速上的非现场违法分为市
内和市外两种情况。在市内高速违法的车
主，可在市交警支队一楼业务大厅或高速
大队违法处理点进行处理；如果是市外的，
可到市交警支队一楼业务大厅或市内各交
警大队违法处理点进行处理。

事后理赔：注意免责条款

自驾途中，有可能涉及事故理赔。业
内人士建议，车主在报险定损前，应了解投
保公司的简易事故条款和免责条款，这样
既简化理赔手续又能避免理赔纠纷。

“所谓简易事故条款，就是处理小事故
的条款。”我市某保险公司资深客户经理张

纪说：“各公司对可享受快速理赔的标准不
一，但事故责任明确、不涉及人员伤亡的，
金额限制通常在2000元到1万元。”

张纪提醒，保险条款中存在一些免责
条款。

■擅自修车难理赔
“在外地发生事故，车主到当地修理厂

修车，这样会造成理赔上的问题。”张纪说，
定损单上的维修价是保险公司依据汽车修
理完好后所需要的合理市场均价。车主自
行选择修理厂属个人行为，如果车主在不
达标的修理厂修车，保险公司会根据市场
价格进行核价。因此，车辆在异地出险，车
主应尽可能前往当地保险公司推荐的修理
厂修车。

■私了难理赔
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一些车主为图

方便而与对方私了，事后再向保险公司理
赔。对此，张纪表示，如果双方事故中视对
方全责，但车主放弃向对方索赔，那么保险
公司也不负责赔偿。如果在事故发生后，
双方选择私了而没有及时报案处理，那么
事后车主索赔可能被拒。

■损失扩大难理赔
“如果行驶途中车辆避震损坏，车主向

保险公司报案后，继续让车辆带伤行驶，导
致其他部件的损坏，在理赔时，保险公司只
负责理赔避震。”张纪说，如果车辆损失扩
大，保险公司一般不予事后理赔。

本报见习记者 李冰 文/图

自驾归来，甭忘给爱车体检
除了车况检查，异地违法、车险理赔等也需留意

1月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情况

CPI同比上涨1.1%

食品类同比上涨1.4%，其中

粮食
同比上涨6.7%

肉禽及其制品
同比下降1.1%

蛋类
同比上涨6.6%

水产品
同比上涨6.0%

鲜菜
同比下降5.5%

烟酒类
同比上涨0.7%

衣着类
同比上涨3.4%

家庭设备用品及
维修服务类
同比上涨1.2%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
同比下降0.8%

交通和通信类
同比下降0.9%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
及服务类
同比上涨1.1%

居住类
同比上涨1.8%

制图 翔宇

某4S店内，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维修保养

非食品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