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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鲜海海参参5555元元一一斤斤，，同同比比降降价价四四成成
业内人士称，有一半多的养殖户赚不到钱

香蕉供应增加

价格跌回“2”时代

倡导节约、品质顾虑致海参销量大减

本报11月4日讯 (记者
王永军 ) 眼下鲜海参大量上
市，但说起价格，养殖户大多
高兴不起来。4日，记者走访
港城部分商铺发现，目前鲜
海参每斤 5 5元左右，相比去
年同期降了四成左右。业内
人士称，有一半多的养殖户

赚不到钱。
4日下午，红利市场一处

摊点上正在销售鲜海参，摊
主介绍，这些海参来自于石
岛的养殖场，售价55元一斤。

“去年这个时候，鲜海参卖到
了80多元一斤。”这位摊主叹
了口气，成本没有减，价格降
了不少，而销量也没有相应
增加。

天弘海参总经理吴昊介
绍，她销售的鲜海参主要来自
长岛、蓬莱、莱州、牟平等地，

此外还有大连海参。吴昊说，
烟台本地的鲜海参价格还相
对高一点，能卖到60元一斤，
外地的售价不超过55元一斤，
而去年这个时候一斤鲜海参
卖到了90元左右，几乎是现在
售价的两倍。

吴昊介绍，不仅如此，海参
的销量也大不如前。以前好的
时候一天能卖出去1000多箱，
平均也有600箱左右，而最近一
段时间，好的时候一天才卖上
100多箱，就这还需要用心经营

才行。
说起今年的鲜海参行情，

长岛金旺海产品加工厂负责人
武逢铨直呼不好。他说，自己也
养殖了几亩海参，人工、电费投
入不少，但今年的状况是，海参
收购商少了很多，根本卖不上
价钱。

“几乎一半多的海参养殖
户都赚不到钱，甚至是赔钱。”
蓬莱一家海参加工厂的陈经理
称，今年这个价格让养殖户都
很头疼。

今年鲜海参价格这么低，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市
民需求明显减少，对海参不像
过去那么热衷了。

蓬莱一家海参加工厂的
陈经理说，2010年到2012年，海
参市场行情都不错，不少养殖
户都从中尝到了甜头，而近两

年来，随着倡导厉行节约，海
参等高端产品的需求明显减
少，销量大量下降。天弘海参
总经理吴昊同样认为，以前不
少鲜海参都销售给了酒店，今
年这部分客户损失不少，很多
酒店海参的用量下降幅度很
大。

“酒店海参的用量比以前
减少了一半。”芝罘区餐饮业协
会秘书长栾禄泰介绍。

不仅如此，不少市民对海
参的品质也有所顾虑。今年9月
份，有媒体报道，在辽宁大连普
兰店市皮口镇，这片大连周边
海域养殖海参最大的一块区

域，由于养殖户大量添加抗菌
素等药物，导致近海物种几乎
灭绝。相关报道迅速发酵，在市
民当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小
觑。据了解，不少市民购买海参
的热情明显降低，主要还是担
心食用安全问题。

本报记者 王永军

锐眼消费

相关链接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王永
军) 前段时间，香蕉价格一路上
涨，普通国产香蕉卖到了 6元一
斤，近日香蕉价格回落不少，有的
售价2 . 8元一斤，重回“2”时代。

9月份，普通香蕉价格上涨到
了6元一斤，10月份有所回落，降
至4元一斤。最近几天，香蕉价格
又出现了回落，重回“2”时代。3日，
在红利市场，香蕉的价格大都是
2 . 8元一斤，有的卖到了2 . 5元一
斤。

摊贩介绍，香蕉价格之所以
回落，和供应量增加有关。此前，
受台风影响，南方多地的香蕉树
受灾，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出现
不同程度减产，香蕉供不应求，
价格也持续走高。而近段时间，
香蕉供应量上来了，价格自然也
就降了。

本报11月4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通讯员 宋慧萍 ) 3日，记
者从龙口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了解
到，如今龙口五彩缤纷的果脯异
军突起，成为继“龙口粉丝”之后
又一重要出口经济增长点，年出
口量达5000多吨，产品出口市场
包括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
量占山东全省果脯出口总量的
80%以上。

据了解，果脯是传统加工食
品，主要用新鲜水果经过去皮、取
核、糖水煮制、浸泡、烘干之后整理
包装而成。由于该类产品工艺简
单，投资门槛低，很多中小企业纷
纷加入果脯生产行业。经过几年的
发展，如今龙口辖区出口果脯企业
达到了13家，年出口量超过5000

吨。
截至目前，龙口果脯已先后出

口到欧盟、日本、美国、俄罗斯等三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所生产的无花
果脯、姑鸟脯、西红柿脯、金桔脯、
圣女果脯等独具特色的产品品种
更是供不应求，国外订单纷纷而
至，成为了龙口市食品出口的一张
靓丽名片。

龙口年出口果脯

达到5000多吨

本报11月4日讯 (记者 李凝
通讯员 荆胜英 石磊 ) 今

秋烟台玉米喜获丰收，产量和收
益较去年大幅增长。据数据统
计，今年玉米种植成本费用略
增，产量和收益增长幅度较大。
平均每亩产量为576 . 8 0公斤，较
去年的4 8 8 . 5 2公斤增加8 8 . 2 8公
斤；平均每亩总成本为870 . 77元，
较上年821 . 51元增加49 . 26元；玉
米每 5 0公斤出售价格 1 1 8 . 9 8元
(每公斤2 . 38元)，较去年的113 . 95

元 增 加 5 . 0 3 元 ；每 亩 净 利 润
5 3 0 . 3 7元，较去年的3 1 7 . 8 9元增
加212 . 48元。

莱州市农业局农技站站长王
志强介绍，玉米收益大幅增加，主
要是由于成本费用支出增幅不
大，出售价格的小幅增长以及产
量的大幅提高等几方面因素促
成。烟台市物价局成本调查科对
海阳、莱州市18个农调户的调查
情况也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玉米喜获丰收

产量和收益大增

本报11月4日讯 (记者
李凝 ) 《旅游法》自2013年10

月1日施行以来，已经过去一
年多的时间，从无序到规范，
旅游市场正在经历一个转型
和突破期。4日，记者从烟台旅
游质监所获悉，《旅游法》给旅
游社戴上了“金箍”，零负团
费、强制购物、虚假宣传等众
多乱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
制，但是新法衍生出的游客误
读法律条款、过度维权问题，
也给旅游市场带来新困扰。

记者走访烟台多家旅行
社了解到，《旅游法》实施一年
多来，游客维护自身权利的意
识逐渐提升。从烟台旅游质监
所提供的数据来看，从1月1日
起至今，涉及旅行社问题的投
诉共有82起，真正立案调查的9

起，主要反映的内容有旅行社
服务质量问题、与约定不符的
问题、擅自变更旅游行程的问

题、擅自减少游览项目的问题
以及拼团前没有告知游客的
问题等。

烟台市旅游质监所副所
长王忠杰说，现在游客投诉与
以前大不相同。“之前游客遇
到问题会直接找旅游质监部
门帮助解决，而现在 7 0 %至
8 0%的游客会先找我们咨询
相关法律条款，在把握投诉和
诉讼的时效前提下，与旅行社
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再进行投
诉。”王忠杰说，但也不乏有一
些旅客误读法律条款，对旅行
社进行过度维权。

“对于旅行社而言，都或
多或少地遭遇过游客过度维
权。在我们看来，所谓的过度
维权，就是指游客对法规的误
读 以 及 对 旅 行 社 的 恶 意 投
诉。”烟台妇女国际旅行社总
经理孙晓颖说。据了解，部分
游客误读法律条款，过度甚至

恶意维权的问题让旅行社颇
为头疼。

“比如有的游客误读条
款六十五条：‘旅游行程结束
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组团
社 应 当 在 扣 除 必 要 的 费 用
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便
在出行两天后，以导游不合
心意为由要求旅行社全额退
款；再比如前段时间，某旅行
社在一条蓬长线路中因海上
风浪太大，无法按照原定行
程前往长岛，存在不可抗力，
遂临时取消该游览点，改先
去蓬莱阁游览，等风浪过后
再去长岛，随后引发冲突，有
的游客坚持要求解约，旅行
社全额退款，有的坚持要去
长岛，十分混乱。”王忠杰说，
误读条款、过度维权的发生，
不 仅 要 求 旅 行 社 学 习 遵 守

《旅游法》，游客也一样，维权
应该合法有度。

《旅游法》实施一年多，旅游市场有了新困扰

游游客客误误读读条条款款让让旅旅行行社社很很头头疼疼

如在旅游行程中遇到不
可抗力或意外事件而使行程
受到影响，游客应理性表达诉
求，切不可采取拒绝登机下
车、损害他人权益等过激行
为。故意在邮轮上霸船、在境
外脱团滞留等，不仅可能影响
到个人的出入境记录，还会影
响到其他游客的合法权益，极
不可取。

烟台旅游质监所建议，如
果市民认为合法权益受到旅
行社损害或对行程中的服务
质量不满意，要注意搜集、保
留证据，向当地旅游质监部门
投诉，也可以待结束返程后90

日内，向烟台市旅游质量监督
管理所咨询、投诉。

本报记者 李凝

如遇纠纷

理性维权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聂子
杰) 近几年来，“双11”成了购物
狂欢节，如今房企也不甘寂寞，纷
纷抢在这个超级消费盛宴之前搞
促销，或者干脆拥抱互联网搞起
房地产电商，希望借助“双11”的
东风提振销量。

为了在今年“双11”期间造
势，各家房企都下了血本。保利香
榭里公馆与网站联手，在“双11”
推出30套特价房，并称最高优惠
可达11万元。此外，今年“双11”促
销还出现了跨界合作的现象，例

如房企与网站联合推出的促销
中，还拉上打车软件作为战略合
作伙伴，免费送出打车券推动购
房者打车去现场看房。

然而记者发现，目前尚没有
房企推出能直接在网上成交的活
动，大部分仍采用网上看房、交诚
意金或意向金，再线下交易的形
式。从业人员表示，对于房企来
说，借助“双11”进行营销，形式虽
显“简陋”，但这种营销渠道日益
被重视的趋势基本确定了，房企
对于互联网和电商的接受程度也

将不断提高。
“不管什么形式，关键在于能

卖出房子，”烟台某楼盘的工作人
员说，“能否达成实际的销售才是
最关键的问题，而对于房企来说，
互联网、电商，包括‘双11’在内，
都是不能错过的销售形式、销售
节点。”随着作为主力购房者的年
轻人对于互联网和电商的认可程
度越来越高，房企在营销方面也
在不断调整，未来作为重要的销
售渠道，房企和互联网之间的跨
界合作也会越来越多。

房房企企营营销销搭搭““双双1111””顺顺风风车车
楼市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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