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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经济

金乡大蒜价格逐步回归理性
散户急售现象普遍存在，出库价比9月份每斤降了1块多

黄地瓜销售量

是红地瓜5倍

本报济宁11月4日讯 (记者

马辉 李倩) 今年9月份之前，

“疯狂”的大蒜出库价一度涨到7

元多/斤，进入10月份，随着大蒜

种植期的结束，冷藏大蒜纷纷出

库，由于今年金乡大蒜的储存商结

构与往年相比发生了变化，散户数
量明显增多，受市场的波动，散户

急售现象较为普遍，因此拉低了大

蒜的价格，并使大蒜价格重新回归

到理性的区间。

“进入10月份，金乡大蒜的价格

就开始往下掉了，现在每斤比9月份

之前降了1块多钱。”4日，金乡当地

的蒜商陈先生告诉记者，他今年收
了大约40多吨大蒜，当时的收购价

为4元/斤，9月份时一斤大蒜的出

库价已经涨到了7 . 2元，他没舍得

卖，感觉大蒜价格还得往上走，结

果进入10月份以后，大蒜价格开始
回落。“我现在正在寻找买主，就怕

价格再往下掉。”陈先生表示。

金乡县南店子大蒜交易大厅

的杨经理则表示，进入9月份，金乡

的蒜商陆续开始存储新蒜，冷藏大

蒜开卖，大蒜价格逐步上涨，6.0级

的大蒜最高飙升到7.2元/斤。而进

入10月份，随着大蒜进入种植期，

大蒜价格开始往下掉。“今年的储

存商结构变化太大了，散户数量明

显增多，由于他们的心理素质普遍

较差，市场稍有波动，他们就忙于

出手，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大蒜价

格。”杨经理告诉记者。

“与9月份的正常价格相比，

每斤大约降了1块多钱，目前的大

蒜价格又重新回归理性的区间。”

杨经理认为，大蒜价格取决于出

口量及库存量，现在金乡大蒜市

场每天的交易量在三四千吨，交

易量较为平稳，但是一旦出库量

有变化，就会影响市场。“11月份

的交易情况将影响下一步大蒜价

格的走向，由于国外将迎来圣诞

节，出口量会增大，国内的供应量

也会明显增多，下一步市场走向

如何，11月份很关键。”

“由于今年的大蒜储存商收
购价参差不齐，差别很大，从一斤
3块多到5多块钱不等，因此，有人

赚钱，也有人赔钱，情况很特殊。”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

本报济宁11月4日讯

(记者 范少伟) 4日，

记者在城区农贸市场采
访了解到，虽然红地瓜比
黄地瓜价格便宜，但黄地
瓜的销量是红地瓜的 5

倍。

4日上午，在济宁蔬
菜批发市场，人来人往，

交易不断，商贩们忙着讨
价还价。市民王大爷正在
一家地瓜批发商处选购黄
色地瓜，一袋 8 0斤左右，

他打算买一袋放在家里储
存着。“在批发市场买比
较便宜，一斤0 . 8元，在超
市买价格要高许多。”记
者看到，很多市民都在选
购黄地瓜，红地瓜放在车
子的最里面，很少有人
买。“我在泗水进了3万斤
地瓜，黄皮的有25000斤，

红皮的只进了 5 0 0 0斤左
右，虽然红地瓜每斤 0 . 6

元，比黄地瓜要便宜，但
卖得并不好。”地瓜经销
商韩俊青说。

“红地瓜亩产4700斤
左右，而黄地瓜亩产只有
3400斤，村里还是种红地
瓜的面积大。”泗水人薛
伟告诉记者，他家里种了
3亩地瓜，只有半亩地是
种的黄地瓜，其余的都种
上了红地瓜。“红地瓜主
要是供应给淀粉加工厂等
其它企业，只有黄地瓜才
在市场上销售，味道甜，

老百姓比较喜欢。”

“在农贸市场黄地瓜
卖得较多，这个品种水分
多，味道较甜，属于烤制
型地瓜，生吃很脆，很多
消 费 者 喜 欢 买 这 个 品
种。”济宁农委农技站站
长杨洪宾介绍，但两种地
瓜的营养成分差不多，红
色地瓜大多属于淀粉加工
型的品种，利用途径广，

耐储存，出干率高，目前
大多作为淀粉加工原料。

本报济宁11月4日讯 (记者

马辉) “上游卖家控货很严，

就是拿着钱也进不到货。”4日下

午，在济宁城区运河城的一家手
机专卖店内，一位店长告诉记者，

近期才刚刚上市的 iphone4代手
机一机难求，而且港行货的价格

炒得也很高，仅比行货价格低100

多元钱。

4日，记者走访济宁城区一些

手机专营店时发现，无论是港行货

还是行货，目前，受关注度极高的

iphone4代手机成了稀缺商品。“转

了好几个地方了，都没有现货，就

是拿着现钱都买不到。”一位手机

发烧友小程告诉记者。在济宁联通

的一家3G手机专卖店内，销售人

员梁女士告诉记者，目前他们也没

现货，只能接受预订，具体什么时
间到货，他们也不清楚。

“从iphone4代手机上市到现

在，我们已总共售出了30部左右，

基本上是来多少卖多少，进来的货

远远不够卖的。”在运河城的一家

iphone手机专营店内，陈店长告诉

记者，这主要与上游控制产品销售
量有关，市场呈现出一种“饥饿”状

态，进货比卖货还难。

“我们10月27日刚订了一批

港行货，11月10日才能到货，由于

上游‘黄牛’囤积货源，货源稀缺，

这批货的进价又涨了。虽然在香

港，一部iphone4代16G手机仅售
4300多元，但中间环节加价太多，

到了济宁柜台销售，也得卖到

6200元左右。”陈店长表示。

上游卖家控制产品销售量

iphone4

济宁一机难求

4日，记者在济

宁市一家出口企业
看到，平淡无奇的草

制品在几十名工人

的巧手编织下，摇身
变成精美的小饰品。

据济宁检验检疫局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

草编制品主要销往

日本等国家，作为喜

庆的节日饰品出口，

截至目前，出口货值

已达4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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