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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经济

大大妈妈来来““抄抄底底””，，婴婴儿儿车车变变购购物物车车
食博会最后一天大甩卖，引市民抢购

食博会上
展商大打亲民牌

受节俭风影响，今年食博会上，
一些高档产品的展位明显少了，在展
会现场稍显冷清，即使海参、葡萄酒
等高端食品也多是以平民和养生作
为卖点，在包装和价位上都更加“亲
民”，一些主打平民市场的土特产却
供销两旺，深受市民欢迎，销售热度
空前。

本报记者 齐金钊

食博会4天
成交3 . 6亿元

本报8月5日讯(记者 齐金钊
通讯员 牟建平 ) 5日，食博会落
幕，4天时间成交3 . 6亿元，间接拉动
其他产业产出3亿元。

本届博览会设展览面积2 . 8万平
方米，分设食品、水产品、农产品、饮
品、机械设备、国内外采购商等23类
专业展区。博览会落实国内外参展商
1000多家，展位1260个。展出的名优
新特产品有8000多种，成为烟台市乃
至全省同类展会中规模最大的展会
之一。

食博会组委会介绍，为做好展会
渠道衔接，食博会主办方邀请了振
华、佳世客、银座、百盛、家家悦、麦德
龙、沃尔玛等十几个大型商超机构参
展采购，短信邀请了省内6000个经销
商、代理商参会接洽。

丰富的展品不仅吸引了广大市
民，还吸引了周边青岛、潍坊、威海，
甚至济南、大连等地的游客购物参
观，与会人数达到20多万人次。4天时
间，展会成交额3 . 6亿元，现场签署经
销、代理等合作协议2700多项，意向
合作金额19亿元。此外，食博会间接
拉动的住宿、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
业以及农业、农产品生产加工业产出
达3亿元左右。

食博会助力
食品名城建设

烟台市经信委消费品科科长王
军说，食博会是烟台食品工业对外展
示和总结学习的窗口，对烟台建设

“中国食品名城”的推动意义巨大。
王军介绍，食博会已成为华东地

区食品行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
的大型知名展会，成为东亚地区食品
加工制造、商贸流通合作交流、贸易
洽谈的大型互动平台，成为山东省和
烟台市年度重点展会之一。为推动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发展、加快国内食品
产业的国际化进程、壮大烟台市食品
支柱产业，推进烟台“中国食品名城”
的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据了解，早在今年食博会召开
前，烟台食品产业未来一个时期的发
展目标和重点就已经确定：要整合发
挥烟台市食品产业资源优势、区位优
势、加工优势，努力发展终端产品，优
化产业产品结构，全面实施名牌战
略，大力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强
化行业质量安全意识，加强企业诚信
体系建设，推动烟台从食品大市向食
品强市转变；规划到2017年，烟台食
品行业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3000亿元(按照年均递增13 . 6%左右的
发展速度)，培育一批收入过百亿、过
50亿元的大型企业，打造一批国家级
的名牌产品；重点发展膨胀粮油加
工、肉禽加工、水产品加工、果蔬加
工、葡萄酒制造、调味品制造等六大
行业。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本报8月5日讯 (记者 齐
金钊 通讯员 牟建平 ) 5

日，“2013第八届东亚国际食品
交易博览会”在烟台国际博览
中心落下帷幕，4天时间为市民
和参展商提供了一场食品盛
宴。

最后一天，食博会上各展
商为清理展品，将不少产品以
成本价甩卖，各种小吃、土特产

价格纷纷降到最低，引来市民
抢购。

5日，一家名为“手撕牦
牛肉”的展位前，挤满了老老
少少的市民。记者发现，原价
68元一斤的牦牛肉片降价为
100元3斤，这样的降价幅度吸
引了众多市民。“第一天就想
买了，可是不便宜啊，就等着
今天降价，买些回去给老妈

尝尝呢！”一位正在抢购的李
女士说。

“由于价格几乎降了一半，
今儿早上9点开馆到中午，3个
小时时间里，销售量是前两天
的两三倍。”来自内蒙古的一家
展商负责人说。

在展厅外，记者遇到了一
位推着婴儿车前来“抄底”的烟
台大妈，在逛完一上午的食博

会后，大妈车里的孩子抱在了
手上，而婴儿车俨然已变成了
购物车，车上装满了大枣、牛肉
干等食品。

“这一包大枣才50元，比
超市卖的便宜很多。”这位大
妈说，食博会上的食品安全
有保障，价格又便宜，所以趁
这个机会买了二三百元的东
西。

本报记者 齐金钊

在4天食博会上，无论是市
民还是参展商都收获颇丰，烟
台食品名城的魅力再次得到凸
显。不过在食博会热闹、成功的
背后，也有参展商对食博会提
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希望食
博会未来能在不断学习改进中

发展壮大。
“希望组委会能多组织一些

经销商过来，帮助我们推广产
品。”一家马来西亚咖啡品牌的
参展商说，自己是第一次来烟台
布展，非常喜欢烟台这座城市，4

天里结识了不少朋友，感觉食博
会虽然很热闹，但是自己和许多
参展商的目的并不是前来零售

商品，而是寻找大的采购商，而
且这次前来参观的经销商，还是
以本地企业居多，希望未来组委
会能邀请更多全国性的经销商
前来参观，这样才能真正帮助企
业推广产品。

“希望展会能将准入门槛
定得再严格些。”烟台当地一家
大型食品企业的参展代表说，

食博会自举办以来，他们几乎
每届都参与，这些年来见证了
烟台食博会的发展，食博会越
办越大，也越来越受市民和参
展商欢迎。不过，希望展会的准
入标准制定得再规范一些，这
样有利于展会整体档次的提
升，也能吸引更多知名食品企
业参与进来。

本报8月5日讯(记者 姜
宁) 随着H7N9禽流感的渐渐
远去，益生股份(002458)、民和股
份(002234)这两只烟台本地养鸡
概念股迎来了“春天”。从7月底
开始，这两只股票都迎来了不
同程度的大涨，股价也逐步逼
近今年的最高点。究竟是昙花
一现，还是重现2011年的“万丈
光芒”，股民拭目以待。

据了解，最近一周内，鸡
苗价格翻了一倍，市场人士分
析认为，随着中秋节、国庆长
假的临近，养殖户鸡苗补栏热
情高涨，在没有新的大规模疫
情发生的情况下，鸡苗价格将
进一步反弹，这对益生股份和
民和股份来说，是一个相当大
的利好。

受鸡苗价格大涨影响，民
和股份从上月底的9 . 44元每

股涨到8月5日的12 . 2元每股，
距离13 . 05元每股的年度最高
价仅一步之遥。而上一个交易
日刚刚涨停的益生股份，在5

日又以5 . 65%的涨幅在本地股
中 仅 次 于 民 和 股 份 ，当 前
10 . 66元每股的价格距离11 . 96

元每股的年度最高价也已不
远了。

“导致鸡苗价格上涨的原
因主要是，近期鸡肉价格有所
回升，此外，玉米豆粕等原材料
价格上涨乏力甚至下跌，更强
化了养殖效益转好的预期。”业
内人士说，无论是猪流感还是
禽流感，在疫情发生后的2-3个
月内，家禽产品的价格都会受
到一定的负面冲击，并且基本
是断崖式的下跌，但在这段时
间过后，市场会有所反弹，出现

“否极泰来”的状况。
此外，近期烟台市发布了

《关于扶持家禽业稳定发展的
通知》，通知中提到，对种禽生
产将给予补贴，这对烟台的养
鸡巨头益生股份和民和股份
来说，也都是一个利好。

本报8月5日讯 (见习记者
吴江涛) 最近两周，全国鸡

蛋价格一直在大幅上涨，烟台
市场的蛋价也迅速突破每斤4

元，未来一段时间还将继续上
涨。不过，与去年相比，今年的
蛋价依然比较便宜。而对养鸡
户来说，蛋价的上涨、销量的增
加，让他们暂时告别了前半年
一直赔钱的日子。

“前半年基本都在赔钱。”莱
山区一家养殖厂的刘经理说，鸡
蛋的成本主要是由饲料、人工、
水电等组成，这两年养鸡成本的
涨幅远大于蛋价的总体涨幅，尤
其是最近两年，前半年养殖厂基
本都是赔钱过日子，只能通过养
猪等其他收入生存，下半年卖鸡
蛋才会逐渐扭亏为盈。

“鸡蛋出厂价高出成本价
两三毛钱是比较合理的。”刘经
理说，养殖厂鸡蛋的成本价经

过核算是每斤3 . 7元。而养殖厂
每天结算并记录下来的出厂价
格显示，今年前半年，鸡蛋出厂
价基本都在每斤3-3 . 7元之间
波动，很少有超过3 . 7元的时
候，7月初价格最低时曾达到每
斤2 . 85元。

“因为赔钱，很多养殖户都
转行了。”刘经理说，随着最近
蛋价不断回升，7月31日的出厂
价达到了每斤3 . 75元，而最近
几天的出厂价已经超过了每斤
3 . 95元。半年来一直在赔钱卖
鸡蛋的养殖厂，终于有所好转。

“出厂量最近也在增加，现
在每天大约批发出去5000斤左
右。”该养殖厂的王厂长说，由
于政策原因，他们养殖厂的鸡
蛋产量必须保持稳定，赔钱也
得生产。而最近随着价格和销
量的上升，今年养鸡厂的经营
状况在逐渐好转。

鸡鸡苗苗价价格格翻翻番番，，益益生生民民和和迎迎““春春天天””
两公司股价连续上涨，逼近年内最高水平

鸡蛋销售回暖，养殖户暂别赔钱日子

热闹食博会后的冷思考：

食食博博会会还还需需再再接接再再厉厉，，提提升升档档次次

5日，
食博会上
部分商品
甩卖，引
来市民抢
购。 本
报记者
齐金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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