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潍坊·热点
C06 2010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二

编辑：韩杰杰 组版：刘杨

潍坊市场蔬菜供应充足
不确定因素多，雨雪天气考验运输，未来菜价涨跌不可知

本报 11 月 15 日讯(记

者 李涛)紫甘蓝一斤 3 块

5，菜花一斤 2 块 5，就连去

年一块钱四五斤的白菜也

卖到了一斤 7 毛钱……进

入 11 月，蹿高的菜价让市

民越发看不懂，有人猜测菜
价涨高是因蔬菜供应不足

所致。15 日，记者采访得知，

目前蔬菜价格上涨是因农

资、物流价格上涨所致，而

非蔬菜供给不足。

15 日，在全国最大的

蔬菜集散中心寿光农产品

物流园内，商户正忙得不
亦乐乎。“只要来车，物

流园就能把车装满。”寿

光农产品物流园有限公司
蔬菜交易管理部经理张南

告诉记者，现在市场上的蔬

菜基本上能满足各地进货

需求，物流园里交易的蔬菜
来自全国各地，每天都有新
鲜蔬菜进入市场。“现在部
分蔬菜价格上涨，并不是因

为蔬菜供应不足导致的，而

是农资、物流成本上升催高

了蔬菜的价格。”

该物流园物流部经理

怀秀红也表示蔬菜供给量

基本满足市场需求。市场

上每天都有新鲜蔬菜源源

不断地进入，理货商根据
各自需求决定发货量，蔬

菜并不短缺。

在随后的采访中，记

者了解到，尽管蔬菜供给
量基本能够满足市场需
求，但由于不确定因素太

多，未来菜价依旧扑朔迷

离，涨跌仍不可知。在蔬

菜交易四号大厅，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进

入冬天了，雨雪天气对蔬菜

运输就是最大的考验，一旦

交通受阻，车辆进不去，蔬

菜的供给必然会受影响，供
求出现了变化，价格也就随
之变化，“未来菜价涨还是

跌，谁都说不准”。

卷心菜翻了一番多，西红柿涨幅达七成

市民“菜篮子”拎着不轻松
15 日，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斤

价低于一元钱的蔬菜越来越少。据市

物价局对油菜、黄瓜等 9 类日常蔬菜
的监测数据显示，相比去年同期，9 类

蔬菜价格全部上涨，最大涨幅 150%。

如今菜价贵成了市民的话题。15

日，退休教师李军说，怕菜价再涨，家

里早早地囤了白菜和葱。

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长期经营白

菜的王丽说，今年的菜与去年同期相

比都涨了，一般情况是涨了一半左右。

她说去年同期大白菜贵的时候卖到三

毛钱一斤，一般就是一两毛钱。而现

在，最便宜的大白菜为四毛钱一斤，最

贵的则卖到了七毛钱。

潍坊市物价网上的监测数据显

示，目前超市中猪肉的价格是 9 . 18 元
/斤，去年同期是 7 . 47 元/斤，鸡蛋价

格是 4 . 13 元/斤，去年同期是 2 . 95 元，

同比增幅分别为 23% 和 40%。除了肉

蛋，大白菜、油菜、黄瓜、萝卜、茄子、卷
心菜、西红柿、土豆等 9 类蔬菜，价格
也全部上涨，其中上涨幅度列前三的

分别是卷心菜、大白菜和西红柿，同比

分别上涨 150%、135% 和 70%。增幅最

小的是黄瓜，也比去年同期涨了 34%。

本报记者 周锦江 李涛

农资加物流抬高菜价

理货商没工夫“炒菜”

在谈起今年菜价上涨原

因时，寿光蔬菜交易市场上

的众理货商纷纷向记者反

映，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的

上涨致使种地成本增加，同

时运输成本的上涨也是不可

或缺的因素。

在蔬菜交易一号大厅，

大白菜经营者王丽告诉记

者，前两年雇个工人也就五

六十元钱，而现在少了百儿

八十的雇不到人。包装费、卸
货费、损耗费都要计算在成

本中，要想赚钱只能提高菜
价，从中找回差价。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有限

公司蔬菜交易管理部经理张

南介绍，现在一些公司企业

都是外出承包土地雇用农民

工干活，而且目前对产品质

量安全要求越来越严格，一

些检疫检验都需要投入，加

之种地成本的增加，蔬菜价

格自然就上涨。

不过对于游资炒高菜价

一事，众理货商表示，全国各
地的菜都在这交易，游资垄

断市场价格的可能性很小。

张南经理说，菜商囤储菜是

一种正常现象，每年农产品
收获的季节，都会有菜商“储

菜”，农民自己也会存储一部
分蔬菜。这与目前外地出现
的大量囤货居奇和游资短线
炒作不同。“囤菜”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菜价的波动，但

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

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囤

积，像叶类蔬菜则不适宜长

时间存放，这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了“炒菜”门槛。

物流部怀秀红经理告诉
记者，物流园内的理货商基

本上没有“炒菜”的，现在需
求方对蔬菜的新鲜程度要求

都很高，交易大厅里每天都

有新鲜蔬菜运输过来，市场

需求量基本能够满足，不少
理货商应没工夫“炒菜”。

本报记者 李涛

社区掀起囤菜种菜热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
少社区居民为了应对菜价上
涨开始囤菜种菜。老社区中，

因为老人比较多，收入相对

较低，白菜萝卜的储藏更是

普遍。潍城区隋进生先生家

里就存了 20 多棵大白菜和
60 个萝卜。

在高新区某单位宿舍小
区，记者看到，以前养花的闲置

花盆都派上了用场，根埋储存

了不少大白菜、韭菜和葱。

小区居民孙全喜告诉记

者，现在的收入吃菜还是吃

得起的，不过看到周围邻居
都储菜，也加入到了储菜的

行列中。孙先生接着说，今年

的菜价的确让人有点难接

受，姜蒜的价格就不提了，普
通菜往年多是一两元，今年

全是两三元。

本报记者 周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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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之家一月吃掉千元
“感觉最明显的就是吃得多

了”，在潍城区居住的的退休老

人徐嘉林说，现在他一顿能吃 3

个馒头了，并不是因为他饭量大

了，而是馒头因为成本上涨“瘦

身了”。

15 日，刚买菜回家的徐老先

生翻着刚买的菜：葱， 1 元/

斤；西红柿， 2 . 5 元/斤；黄瓜，

2 元/斤；大白菜，0 . 9 元/斤；刀鱼，

9 元一斤，共花了 34 元。这些菜可

以保证三口人吃一天半。

徐嘉林老人平日和老伴、小

孙女共三个人吃饭，一月仅花在

吃上的就得超过千元，而就在去

年，这个开销可以减去至少三

成。徐老说，每次买菜花费在 20

至 3 0 元之间。如果加上食用

油、肉类、馒头，饼等，一个月

的吃饭花销在千元以上。

这还是在老城区，平常买菜

以小型集贸市场为主，在新城区

居住，以超市消费的居民这部分

开销更大。奎文区的宋逸先生说，

平时在吃上不太克扣，现在每月

的花销已经超过 2000 元。

本报记者 周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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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军区司令部医

院著名股骨头坏死病专

家王瑛教授，毕业于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多次出国

进修学习。工作中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重点研

究股骨头坏死发病原因和

新的治疗方法，取古医精

华，结合现代高科技，解决

这一世界难题。她与科研

组专家成员翻阅历代医学

书籍、世界医学相关资料，

从股骨头坏死发病机理入

手，在数百种天然动植物

药中提炼高效成分，以世

界稀有珍贵“刺山麝”为君

药，经科学配方精制而成

“中华活骨宁”等新药，药

效直达病灶，加快骨组织

再生，作用准确，疗程短，

见效快，合理用药，药效针

对股骨头坏死的部位促使

骨组织和毛细血管迅速生

长，短期恢复健康。经北京

等权威医院上万例中外患

者临床验证，对各期久治

不愈的股骨头坏死有特

效，填补医学史上股骨头

坏死无法治疗的空白，是

患者治疗的难逢机会。

电话：0531-82025296
(地址同下)

地址：济司机关医院(济南

市委南门对面)东一楼股骨

头坏死科、脊柱炎科、类风

湿科；济南大纬二路南首

建国小经三路，乘 4、35 路

公交车到经七纬二路站下

车往南 150 米右(西)拐即

是。

济南军区司令部医

院著名脊柱炎、类风湿
病专家张秀骊教授毕业

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多

次出国讲学，工作中积累

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长期

重点研究脊柱炎、类风湿

发病原因和新的治疗方

法，取古医精华，结合现代

高科技，解决了这一世界

难题。她与科研组专家成

员翻阅历代医学书籍、世

界医学相关资料，从脊柱
炎、类风湿发病机理入手，

应用人类白细胞抗原、抗
体为依据，在数百种天然
动植物药中提炼高效成
分，经科学配方精制而成

“脊柱炎康宁丸”、“活血镇
痛丸”等多种新药，填补了
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无
药治疗的空白。经合理用
药，药效直达病灶，加快骨
关节修复，使畸形、功能障
碍的各部位关节短期恢复
正常。经北京等权威医院
上万例中外患者临床验

证，该药见效快、作用准
确、疗程短，尤其适合病程
长，反复发作、体弱的患

者，是目前最佳的选择。

0531-
82025806
51689389

咨询

电话

蔬菜价格上涨，市民买菜也“精打细算”起来。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