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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3月3日

年份 价格
2018年茅台酒 3000元/瓶
2017年茅台酒 3100元/瓶
2016年茅台酒 3200元/瓶
2015年茅台酒 3300元/瓶
2014年茅台酒 3400元/瓶
2013年茅台酒 3600元/瓶
2012年茅台酒 3700元/瓶
2011年茅台酒 3800元/瓶
2010年茅台酒 4000元/瓶
2009年茅台酒 4100元/瓶
2008年茅台酒 4600元/瓶
2007年茅台酒 4800元/瓶
2006年茅台酒 5000元/瓶
2005年茅台酒 5100元/瓶
2004年茅台酒 5500元/瓶
2003年茅台酒 6300元/瓶
2002年茅台酒 6500元/瓶
2001年茅台酒 6700元/瓶
2000年茅台酒 6900元/瓶
1999年茅台酒 7700元/瓶
1998年茅台酒 8400元/瓶
1997年茅台酒 9000元/瓶
1996年茅台酒 14500元/瓶
1995年茅台酒 21000元/瓶

年份 价格
1994年茅台酒 22000元/瓶
1993年茅台酒 22500元/瓶
1992年茅台酒 23000元/瓶
1991年茅台酒 23500元/瓶
1990年茅台酒 24500元/瓶
1989年茅台酒 26000元/瓶
1987年茅台酒 28000元/瓶
1986年茅台酒 29000元/瓶
1985年茅台酒 29500元/瓶
1984年茅台酒 30000元/瓶
1983年茅台酒 30500元/瓶
1982年茅台酒 31500元/瓶
1981年茅台酒 33000元/瓶
1980年茅台酒 36000元/瓶
1979年茅台酒 44000元/瓶
1978年茅台酒 54000元/瓶
1977年茅台酒 59000元/瓶
1976年茅台酒 64000元/瓶
1975年茅台酒 79000元/瓶
1974年茅台酒 114000元/瓶
1970-1973年茅台酒 12.5-20万
其他年茅台酒 面议
原箱老茅台价更高

180 0568 7773

2月25日-3月3日

年份 价格
2018年茅台酒 3000元/瓶
2017年茅台酒 3100元/瓶
2016年茅台酒 3200元/瓶
2015年茅台酒 3300元/瓶
2014年茅台酒 3400元/瓶
2013年茅台酒 3600元/瓶
2012年茅台酒 3700元/瓶
2011年茅台酒 3800元/瓶
2010年茅台酒 4000元/瓶
2009年茅台酒 4100元/瓶
2008年茅台酒 4600元/瓶
2007年茅台酒 4800元/瓶
2006年茅台酒 5000元/瓶
2005年茅台酒 5100元/瓶
2004年茅台酒 5500元/瓶
2003年茅台酒 6300元/瓶
2002年茅台酒 6500元/瓶
2001年茅台酒 6700元/瓶
2000年茅台酒 6900元/瓶
1999年茅台酒 7700元/瓶
1998年茅台酒 8400元/瓶
1997年茅台酒 9000元/瓶
1996年茅台酒 14500元/瓶
1995年茅台酒 21000元/瓶

年份 价格
1994年茅台酒 22000元/瓶
1993年茅台酒 22500元/瓶
1992年茅台酒 23000元/瓶
1991年茅台酒 23500元/瓶
1990年茅台酒 24500元/瓶
1989年茅台酒 26000元/瓶
1987年茅台酒 28000元/瓶
1986年茅台酒 29000元/瓶
1985年茅台酒 29500元/瓶
1984年茅台酒 30000元/瓶
1983年茅台酒 30500元/瓶
1982年茅台酒 31500元/瓶
1981年茅台酒 33000元/瓶
1980年茅台酒 36000元/瓶
1979年茅台酒 44000元/瓶
1978年茅台酒 54000元/瓶
1977年茅台酒 59000元/瓶
1976年茅台酒 64000元/瓶
1975年茅台酒 79000元/瓶
1974年茅台酒 114000元/瓶
1970-1973年茅台酒 12.5-20万
其他年茅台酒 面议
原箱老茅台价更高

180 0568 7773

·评论
2022.2.25 星期五 责任编辑：马军/责任检校：刘宁宁

作为杭州重要窗口之一的

杭州火车东站，最近因为公厕

问题受到旅客吐槽。

给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

者帮报料的读者说，杭州东站

东广场离公交车下客点最近的

公厕，坏了快两个月也没有修

好，想方便一下，却真是不方

便。记者在现场发现，东站除

了这个厕所正在维修，还有部

分公厕也存在问题，有的内部

设备坏了，有的干脆关了。

杭州东站的东西两个广场

都 有 公 交 上 下 客 点 ，人 流 量

大。很多人经过漫长的颠簸

后，下车第一件事就是“方便”

一下。可这里的公厕一停两个

月，可想而知影响有多大。对

此，车站方面作出了解释，并表

示将加快施工争取早日开放。

面对问题能积极回应是好

事，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两个

月都修不好，这公厕维修周期

是不是过长了点？车站方面回

应说，“原污水提升泵是德国进

口的，这个型号的水泵已经停

产，市场上其它水泵和配件与

原水泵又无法适配，整个污水

提升泵设备需要重新改造提

升，从资金申请、立项审批、施

工都需要时间”。如果是因为

程序较多影响维修进度，那么，

有关部门就有必要审视一下流

程，看看哪些环节可以省略，哪

些环节可以加快。像公厕这样

的民生设施，使用频率高，一旦

出故障，就有必要让维修的速

度快起来。

如果确实困难重重，短时

间里修不好，那么，针对如厕难

的问题，就要做好应急措施。

比如，做好提示，东站人流大，

不是每个人都对布局了然于

胸，就需要用醒目的标识把人

引导到附近还能正常使用的厕

所，必要时还应该安排人员现

场引导。此外，设临时厕所也

是可选项。

这些都是常规的操作，并

不是什么难做到的。城市管理

是一本细账，管理者需要提高

服务意识，多从市民、游客的角

度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在笔者写

完这篇文章时，看到这个事件

的最新进展：2 月 24 日，记者再

去探访时发现，杭州东站关闭

公厕已开放，故障小便池已修

好，8 个新移动公厕也紧急安排

上了。

前面修了两个月没修好。

而现在，面对民众的呼声，面对

媒体的报道，能够快速处理问

题，也还是值得点赞的。

小小公厕事关万千旅客
换位思考有助提升管理

面 对 民 众 的
呼声，面对媒
体的报道，能
够 快 速 处 理
问题，也还是
值得点赞的。

本报评论员
高路

春节过后，“招工难”的话题总是会登上热搜。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为请员工，这届老板们

相当拼！有的开车五六个小时到员工老家拜年送红

包，有的租专车专列开到员工家门口接人，还有的求

助“外援”，借“乡贤”之力设点招工，可谓各出奇招。

“招工难”的背后，一些问题引人思索：如何真正

解决制造业招工难的结构性问题？很多年轻人宁可

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如何改变？对此，钱江晚

报·小时新闻的评论员们进行了一番思索——

打好“感情牌”
让员工有归属感

本报评论员高路：“招人”有很多办法。最直接

的是提高待遇，但这有天花板，企业利润有限，薪资

不可能无限提高。

另一个大招是打感情牌，所谓“攻心为上”，人都

是讲感情的。像老板开车五六个小时去给员工拜大

年，这就属于打“感情牌”。招来人后，感情上还应继

续“发力”，可以时不时发点福利，花费不多但心意满

满；可以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让员工有归属感；想

员工之所想，急员工之所急，多帮助员工解决一下实

际问题。特别对于年轻人，单纯靠薪资已经难以吸

引他们，而良好的用工环境会越来越重要。

不管用什么激励方式，最终受益的是员工。招

得到人重要，留得住人也重要。企业只有让员工满

意，才能避免来年招工难再现。

优厚的打工待遇、和谐的劳资关系，是整个社会

都乐于看到的。

“招工难”“就业难”同存
说明就业观需要适当引导

本报评论员项向荣：技术技能人才短缺一直是

我们的短板，占劳动力人口结构比重还不到 30%，而

在德国、日本等占比能达到70%到80%。我国许多产

业正向转型升级，技工的缺口很大。普工难招则和

我国老龄化现象有关，同时农村建设越来越好，很多

劳动力选择在家门口就业。

不过，一方面是企业“招工难”，另一方面却是大

学生“就业难”。这不仅需要学校专业设置贴近实

际，更需要社会进行引导。如果能吸引更多大学生

改变观念放下身段去企业就业，不仅能解决招工的

结构性问题，对于产业升级也大有帮助。

年轻人择业观念变化快
企业需随变而变

本报评论员陈江：国内近年来新经济发展迅猛，

很多年轻人更愿意去接触一些新兴行业。这直接表

现为：不少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上班，却愿意送快

递、当主播。连玻璃大王曹德旺都发出感慨：年轻人

都去送外卖了，传统制造业怎么办？

在我看来，赚钱和辛劳程度的差异还不是最主

要的问题。这一代年轻人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生活

生存环境都得到极大改善，择业观念与生活理念与

过去已然不同，他们更崇尚自由，更注重个人生活体

验，更在意生活质量，仅仅打份工“混口饭吃”，不是

他们的全部追求。

“招工难”现象，恐怕挑战的不仅仅是企业，也需

要更多的社会相关方想一想，然后变一变。

要招进来人
先得贴近心

优 厚 的 打 工
待遇、和谐的
劳资关系，是
整 个 社 会 都
乐于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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