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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现场

本报讯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空气中

弥漫着欢乐的气氛。对于年轻的小李和妻子

小江而言，今年春节他们的身份将发生转变，

成为父母。不过，他们还未从孩子降临的喜

悦中回过神来，医生那边就传来孩子病危的

消息。

由于早产，孩子一出生便送去抢救，后被

诊断为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新生儿肺炎、

早产儿等病症。出生仅 1 个半月，小小身躯

就插满了长长短短的管子。

1 月 30 日下午，宁波市妇儿医院儿科重

症监护病房外，小李和小江拿着手机一遍遍

的看着女儿的照片。“孩子的名字我们都想好

了，叫‘诗琪’，我们只希望孩子能挺过去，听

听我们喊她的名字。”孩子的母亲小江说。

小江今年23岁，出生在贵州省瓮安县一

个农村家庭，从小父母离异，随爷爷奶奶生

活，高二辍学后，只身来到宁波一家房产公司

做文员。

2017 年 3 月，经人介绍，小江认识了当

时在宁波读大二的小李，两人很快成了恋人。

小江的预产期在 2019 年 3 月。2018 年

11 月 30 日，小江却因大出血被紧急送至慈

溪妇幼保健院，检查后医生诊断为胎盘低置，

先兆流产。一个月前，小江出现严重大出

血。由于病情严重，2018年12月13日，小江

进入宁波市妇儿医院治疗。

去年 12 月 18 日中午，小江的羊水突然

破了，医生决定剖宫产，一个只有 2 斤 3 两的

女宝宝诞生了。

“小孩的体重极低，需要住进 NICU（婴

儿重症监护病房）。”孩子的医疗费用已欠费

6 万余元，加上后续治疗，费用缺口大概在 8

万元左右。

无奈之下，小江拨打了宁波市慈善总会

的求助电话。

针对小江家的情况，“甬泉医疗救助项目”

第一时间启动。宁波市慈善总会先后协助小

夫妻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申请向阳花儿童医

疗救助基金，同时，动用宁波市流动儿童关爱

基金开展救助，筹集到最高2万元的救助。但

这2万元于孩子医疗费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希望更多有爱心的人能救救我的孩

子。”小江期盼着“诗琪”能早日回家。

本报记者 王波 通讯员 侯金辉

出生一个半月一直住在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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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一定带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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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然 文/摄

“裤子 80，打底 20，最

后一天清仓了啊，买到就是

赚到。”“特意坐了一早的车，

逛 了 一 上 午 都 还 没 买

够。”⋯⋯

昨天，杭州四季青常青

市场年末甩货迎来最后一整

天。有人凌晨 5 点就去淘

货，买了三套孩子的衣服，只

花了150元。

“2 月 1 日还有最后半

天。等到中午12点，我们就

清场了。”有商家发出最后预

告。

全场三五折，大衣一两百元就能拿下
四季青服装市场又到年末清仓时
一半左右商家已经回家过年，今天还有最后半天大甩卖，想买的得抓紧啦

清库存全场三五折大甩卖
今天还有最后半天

年前十天，是杭州四季青一年中的买衣旺季。市场平常以批发衣服为主，

不过年前这段时间，零售量攀上新高峰。

昨天上午 10 点，钱江晚报记者来到杭州四季青常青市场，这里的气氛

简直震撼。

几乎每家门店上都悬挂着大大的红色招牌，上面写着“羊毛衫100元三件”、

“皮毛一体200元”、“牛仔裤80元”、“内搭20元”、“全场羽绒服150-200元”等字

样⋯⋯

全场充斥着“大甩卖啦、最后一天、买到就是赚到”的喇叭声。

大家提着大大的黑色塑料袋，里面装满了刚买的毛衣、大衣、内搭。一些

店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

一楼有家店推出加长棉衣 150 元的折扣价。店主李小姐兴冲冲介绍：年

前十天开始打折，衣服基本上打三折、对折，一件大衣一两百元就能拿下，棉服

以前卖五六百，现在卖两三百。“卖这么便宜是为了年末甩货，不然今年的款式

积压到明年更不好卖，就更亏啦。”李小姐说。

李小姐是建德人，准备甩完货当晚就开车回家过年。她告诉记者，现在衣

服走量很快，一天能卖出百来件。“大衣、羽绒服、内搭都很好卖。关键是便宜

呀，一次性买四五件总价才几百块钱，大家都很愿意花这个钱。”

有些店家直接在地上铺上塑料布，上面堆放着一件件叠好的外套，量大得

像一座小山。

“这些都是要顺丰快递回去的，是一些江苏、绍兴的顾客已经买走的。他

们一下买太多，自己没法拿回家，让我们帮忙寄一下。一上午，快递单写得手

都酸了。”店员小张说。

事实上，人流基本都集中在一楼，二楼、三楼一些店铺已经关门。

“今天是年前开门的最后一整天，明天中午 12 点四季青开始清场，年

后要到正月十五左右才开门。到时候衣服的价格就不会这么便宜了。”张

小姐说，市场差不多一半的商家已经回家过年，留下来的是库存压力大，

或者老家近、不着急回家的商家，“坚持这几天，可以再赚年前这一拨快

钱。”

黑龙江游客都来凑热闹
怕买不到，有人早5点起床抢货

来自临平的李小姐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快速穿梭在买衣人

群中。她向记者展示了她的“战利品”，“你看哦，这件羽绒服200元，这件毛衣

50元，内搭20元，是不是很便宜啊。”

“一大早出门坐公交7点赶到四季青，我家人口多，一家子都要穿新衣服，

这里的衣服便宜，那就早早来这里买咯。”已经买好两袋衣服的李小姐并不满

足，她说小外甥还缺一件外套，她打算上二楼儿童区逛逛。

甚至来杭州旅游的黑龙江游客，在网上看到四季青打折的消息也赶过来

凑热闹，她说要给爸妈挑几件羽绒服回黑龙江过冬。

在杭州工作的小应更夸张，早上 5 点起床，6 点不到就到四季青开始买买

买。“给亲戚家的小娃娃买，一件棉背心、一条波点裙加毛衣、一套运动服，总共

才花了150元。这么低的价格，我真是惊呆了。”

常青市场目前有档口800多家
年末甩货也得规范管理

“积压的库存必须趁年末销售出，年末顾客也有购物的需求。双方一拍即

合，因此每年这时候常青市场的销量都非常喜人。”杭州四季青常青市场办公

室主任丁先生说，年末甩货是十几年的传统了。

“常青市场一共 5 楼，大大小小的档口（门店）有 800多家，从业人员 5000

多人。档口商家来自全国各地，广东、内蒙、安徽都有，甚至有四五家门店是韩

国人签订合同，再找中国店家帮忙卖衣服的。四季青的每家店铺虽小，但形成

了规范的内部结构。老板负责人事管理和出资，店长是合伙人，销售负责揽

客，后台负责记账，样板员展示衣服。”

丁主任说，为了迎合大家早上淘货的需要，市场每天早上 5 点开门，店员

早上5点上班，要到下午4点才下班。

从 2017 年开始，市场对年末甩货进行集中管理，在和各个商家签订

合同时，要求每个商家的铺子不能出租给别的商家，一旦违反就要清理。

“年末销售旺季来临前，我们会找商家开会，如果卖的衣服是次品,或者是

库存品，一定要事先告知消费者。这一举措实施后，这两年投诉的情况少

了很多。”

店主

买家

管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