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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高、外销少，现在买一斤鸡蛋用不了4块钱

蛋价低下“高昂的头”
本报1月15日讯 (记者

李园园) 15日，记者从市区
各大农贸市场了解到，新鲜鸡
蛋价格开始下滑，已跌破4元
大关，最便宜的一斤卖到3 . 8

元。
今年中秋节前，烟台鸡蛋

价格呈现一轮快速上涨趋势，
零售价格曾一度达到5 . 4元/

斤，创造了近几年来的最高价
位。

然而近一段时间记者发
现，鸡蛋价格开始出现明显下
滑，15日上午，记者在家家悦
超市金沟寨店看到，散装新鲜
鸡蛋价格为3 . 9元/斤。

记者又走访了红利市场
发现，该市场所销售的新鲜鸡
蛋价格也已跌破4元/斤，最便
宜的卖到3 . 8元/斤。

“快过春节了，鱼、虾、肉
都涨价，鸡蛋反而一个劲地降
价。”红利市场一位卖鸡蛋的
商贩抱怨。他觉得新鲜鸡蛋价
格下降，和前几天的“假鸡蛋”
风波脱不了干系。

据市物价局监测数据显
示，1月12日，鸡蛋价格就已跌
破4元，平均价格为3 . 9 7元/

斤，较去年最高时的5 . 4元/斤
下降了26 . 48%，较去年同期的
4 . 45元下降了10 . 79%。据物价
部门测算，每斤鸡蛋的成本在
3 . 8元左右，目前鸡蛋的出厂
价格为3 . 0-3 . 1元/斤，每斤亏
损约0 . 7元-0 . 8元，这是极其
少见的。

据业内人士分析，今年中
秋节前后，淘汰鸡收购价格较
高，提前淘汰现象较多，因当

时鸡蛋量少价高，又刺激养鸡
户大量购进雏鸡，从雏鸡到产
蛋约150天，目前正是产蛋高
峰期。另外，近期淘汰鸡收购
价格下降(每斤3 . 5元左右，较
中秋节前后下降2元多)，造成
该淘不淘，从而导致鸡蛋总产
量大幅度增加。

记者了解到，鸡蛋总产量
增加了，外销数量却在减少。
烟台地区的鸡蛋主要销往南
方，外销数量的减少对鸡蛋价
格的影响也较大。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
因是，前不久烟台鸡蛋市场出
现的假鸡蛋，打击了市民的消
费热情。“自从一周前在某农
贸市场买到假鸡蛋后，我再也
没买过鸡蛋。”家住观海路附
近的侯女士说。

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孙芳芳 ) 离春节还有

一周时间，烟台市场上的
菜价出现了一定幅度的
上扬。连日来，记者走访
市区几家农贸市场了解
到，黄瓜、芸豆、韭菜等价
格都出现了上涨，辣椒更
是涨到了每斤六块多，不
少市民直呼“辣翻天”。

15日上午，记者来到
红利市场，前来置办年货
的市民将菜摊、肉摊围得
水泄不通。“赶紧买吧，这
菜是越来越贵了！”市民
张宁手里拎着大包小包
的蔬菜和水果。“辣椒都
涨到六块多了，好的能卖
到七块，买了这点花了快
20块了。”

“临近春节，菜价涨涨
也正常。”在红利市场上摆
摊卖菜的姜先生告诉记者，
不少蔬菜都涨价了，黄瓜每
斤6块、芸豆6块、蒜薹6块，

什么菜都不便宜。
据市物价局对市区

两大蔬菜批发市场的监
测数据显示，1月12日，蔬
菜上市量为620余吨，较元
旦前(12月29日)增加约40

吨，蔬菜数量虽然增加，
批发价格不降反升。据对6

个农贸市场的价格监测，
15种蔬菜零售价格平均每
斤3 . 39元，较元旦前的2 . 84

元上涨了19 . 37%，较去年
同期上涨了38 . 33%，15种
蔬菜价格13升1降1平。其
中，青椒每斤达到6 . 25元，
涨幅为53 . 06%。

据物价局工作人员
分析，前期降温降雪等天
气因素延长了大棚蔬菜
的生长周期，是影响蔬菜
价格上涨的主因。而春节
临近，需求增加又进一步
推动了蔬菜价格的上涨。
预计春节过后，蔬菜价格
将会逐步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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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业市场进入旺季 近期销量明显增加
本报1月15日(记者

李娜 ) “以茶敬客”是中
国人的传统，春节是茶叶
销售的旺季之一。记者了
解到，除了市民自己饮用，
不少人选择茶叶作为春节
礼品，最近这段时间茶叶
销量明显增加。

15日，在三站市场的
广惠茶业内，记者看到老
板娘正在忙着给顾客包装

茶业。放在防潮袋内的铁
观音被分成一个个小的包
装，然后装进了铁盒子内。
她说，春节前是茶业消费
的高峰期之一，另一个旺
季是在中秋节。“春节了，
买来自己喝或当作礼品送
人都不错，最近销量的确
比前段时间要高一些。”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
红茶价格普遍有所下降。

几家经营茶业的老板都反
映，前两年游资炒作，使得
大红袍、普洱等茶业的价
格高得离谱，不少茶业动
辄上千元一斤。现在红茶
的价格有了很大的回落。
以金骏眉为例，去年卖两
千多元一斤，今年降到了
八百元一斤。

据业内人士介绍，近
几年在烟台铁观音占据了

市场的主导地位，销量一
直不错。从整体而言，绿茶
的价格比较平稳。

另外记者发现，茶叶
质量不同，价格也相差悬
殊。在三站市场附近的茶
叶专卖店，茶业的销售价
格从四十元起到六七千元
一斤不等。市民消费比较
多，销量也最大的要数每
斤在两三百元的茶叶。

iPhone4S“来袭”
港城市场很“淡定”

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孙芳芳 ) 13日，让“果

粉”翘首以盼的 iPhone4S

在全国同步上市。据媒体
报道，北京、上海等地从12

日晚开始就有大批购机人
士在苹果店外排队。由于
在北京三里屯苹果店发生
了冲突，苹果官方于13日
中午宣布将停止出售北京
和 上 海 苹 果 专 卖 店 的

iPhone4S。连日来记者走
访发现，相比北京和上海
粉丝的火爆，烟台的“果
粉”显得更加淡定。

13日上午，记者走访
了位于百盛、世茂百货以
及三站科技市场的多家苹
果销售店发现，这里没有
排队、没有抢购，消费者来
到店面就有现货。同时，销
售店并没有进行大张旗鼓

的宣传，不少苹果店也没
有专门设置展台，只为此
次iPhone4S的发售放置了
易拉宝、宣传单或者在电
子屏中打出了“ iPhone4S

到货”的字样。不管是市民
购买还是商家宣传，火爆
程度远比不上 iPhone4上
市时的盛况。

“现在都有货，看你想
要哪种。”13日中午，记者

来到了三站科技市场里的
一家苹果店，店里前来购
买iPhone4S的顾客并不是
很多。记者看到该店柜台
里摆放的iPhone4S大概有
十几台，黑色、白色都有现
货。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
位于百盛、世茂百货等多
家苹果销售店发现，店面
里都有iPhone4S现货。

保质期限乱打，绿色标志乱印

瞧瞧食品包装的那些“乱象”
糕点、鸡蛋、大米是百姓家中食谱的主要

“成员”，又是节日期间的必需用品。然而，一
些超市和厂家在包装标志上大做文章，从生
产、包装、进货到销售，猫腻不少。近日，记者
随烟台市工商局芝罘分局执法人员检查时，
目睹并领教到隐藏其中的三乱“怪象”。

保质期限随意打
生产日期用手就能擦掉

在一家小型超市，工商
执法人员随手拿起货架上
仅剩的两个喜饼，核查塑料
袋所贴标签，只见上面的包
装日期、保质期限均为2012

年1月9日。对此，商家称是
昨日来的货，保质期实际为
4天，可能是店员封口时，打
错保质期限。

随后，执法人员陆续检
查部分干山货、发面饼、酸
牛奶等包装类食品，从检查
情况看，食品包装上的生产
日期或保质期，无论是印刷

字体，还是打印字体，不是
字体小如蚂蚁，就是模糊不
清，有的生产日期用手就可
轻易擦掉；有的外包装除只
印商品名称、营养价值说明
外，生产日期、保质期限竟
无一字。

在检查中，工商执法人
员发现，不少打折促销的食
品，都是临近过期的商品。
工商执法人员提醒消费者，
在购买预包装食品，尤其要
注意特价食品，仔细检查生
产日期、保质期等。

“绿色食品”随意印
包装一换“身价涨”

在另一家超市，地面、
货架上摆满各种鸡蛋。在各
式各样的包装盒上，尤为引
人注目的是，左上角均印着
绿色底的“绿色食品”文字
和图形，右上角为注册商标
字样，下面正中间则是醒目
的“山鸡蛋”或“生态蛋”大
号字。

工商执法人员仔细检
查，发现现场礼盒上面的绿
色食品标志很不规范，很多
都是自己印制的，商家也拿
不出进货手续和相应证明。

据悉，鸡蛋“穿新衣”后，
每盒“身价”就上涨4至6元。

据一执法人员介绍，
“绿色食品”认证标志，不能
随便乱印、乱叫，需经国家
农业部认证委认证。凡是通
过认证的企业，均有自己的
专用代号。对“绿色食品”标
志，市民可从如下特征辨
认：规范的为“花蕊艺术图
形配以印刷字体”，并带有
数码编号；非规范的虽也配
以相似图形，但并无数码编
号。

“有机大米”随意叫
不少商家“玩概念”

大米作为市民生活的
一种必需品，种类也越来越
繁多，不少大米都打着“有
机米”、“富硒米”等概念牌。
相对于普通大米，这些米价
格较高。

是不是所有的米都可
以叫“有机米”、“富硒米”？
对此，工商部门介绍，这两
种米都有特殊要求，“有机
米”作为一种有机食品，需
要国家农业部认证委认证
证明，而“富硒米”要有成分
分析的相关证明。然而当工
商执法人员要求商家提供

进货渠道材料及品质相应
证明时，商家却提供不出，
称商家还未邮递到。

据悉，“有机生态米”种
植过程中，是不施化肥、农
药的，完全用生物杀虫，目
的是不干扰水稻正常生长
规律。而“富硒米”有两种可
能：一种是当地水土中，富
含硒类元素；另一种是通过
人工方法添加此类元素。在
此，工商部门提醒广大市
民，不要轻易相信商家打出
的“概念牌”，要仔细查看相
关证明材料。

通讯员 南飞 杨波 飞龙 明义 本报记者 秦雪丽

““辣辣翻翻天天””让让不不少少市市民民买买辣辣椒椒的的时时候候““谨谨慎慎””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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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超市金沟寨店，新鲜鸡蛋的价格是3 . 9元/斤。 李园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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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蔬菜价格普遍上涨

“辣翻天”再现，一斤六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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