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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涨得正欢，而鸡蛋价格却持续
下降。正在中润时代广场买鸡蛋的王女
士说：“菜贵得吃不起了，咱就多吃点鸡
蛋吧。”据商河县物价局监测，春节过后，
商河县鸡蛋价格持续下滑，最低价降至
3 . 40 元/斤，同比下降 26 . 09%。这已是农
历春节以来的第四轮降价。

据养鸡社杜经理讲，春节前后的鸡
蛋价格走势与成本关系不大，主要受供
求影响。春节前，鸡蛋批发价在 4 . 40 元-
4 . 50 元/斤，节后蛋价开始下滑，当前批
发价跌至 3 . 00 元/斤，基本处于盈亏平
衡点。杜经理说：“假若价格继续下滑，蛋
鸡养殖将进入亏损阶段。”

杜 经 理 分 析 道 ，对 于 养 殖 场 来
说，鸡蛋销量呈刚性，并未受价格影
响，都是按订单走量，主要是终端市
场需求偏弱影响整体走势。按惯例过
了正月十五便表示春节已过，节日处
于尾声，各副食品消费开始增加。但
对于鸡蛋经销商来说，鲜蛋市场还处
于消化阶段，多数经销商仍有库存，
而鸡蛋属于刚性消费，需求一定，为
处理存货，只能压价出售，从而导致
整体价格走低。

杜经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玉米作
为鸡饲料的主要成分占重 60% 以上，而
今年玉米行情一直偏弱，价格持续下滑。
今年元旦期间购买的优质玉米在 0 . 92

元/斤，近日刚刚购进的玉米价格仅为
0 . 80 元/斤，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殖
成本压力。杜经理说：“玉米都降价了，鸡
蛋涨价就说不过去了。”

春节过后，气温回升，蛋鸡产蛋率相
对提升，前段时间 1 万只鸡平均每天产
蛋 1100 斤，气温回升后，增至每天 1150

斤，产蛋量略有提升。春节过后，部分居
民家中还存有鸡蛋，购买力相对下降，另
外，多数食品加工企业节后虽然正式运
转，但尚未大面积开工，鸡蛋消费市场还
没有全面启动。杜经理说：“产得多了买
得少了，价格一时半会涨不了，菜涨得离
谱，鸡蛋再涨价的话，咱们还吃啥啊。”

“蒜你狠”“向前葱”卷土重来，蔬菜亲民价不再

““这这菜菜价价，，你你咋咋不不上上天天呢呢？？””
近日不少居民反映，春节过后蔬菜价格居高不下，原本

每天 20 元的开支变成了 40 元，居民直呼吃不起。铁杆葱价
格 6 元以上，大蒜创 5 年来价格新高，面对卷土重来的“蒜你
狠”“向前葱”，不少消费者纷纷表示吃不起可躲得起。相关部
门预计，进入 4 月份后，随着本地蔬菜的上市，蔬菜价格会有
所下降。

““吃吃不不起起菜菜，，
咱咱就就多多吃吃点点鸡鸡蛋蛋！！””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陶爱爱

▲鸡蛋要比菜便宜点。

面对持续上涨的菜价，不少商河人
开启了“吐槽”模式，甚至有人扬言，菜价
要是再涨下去，就天天中午吃老豆腐了。
下面是本报记者截取的部分市民和网友
的看法。

市民冯先生：“终于给自己找到了一
个天天中午吃老豆腐的理由，以前老婆
老是嫌我吃老豆腐。那天我就告诉她，一
份豆腐、一个鸡蛋再加俩馒头，5 块钱搞
定，拿着五块钱还买不到一棵白菜。经过
我的分析后，老婆也觉得这时候老豆腐
还挺便宜，要是菜价这样涨下去，我就天
天中午去吃老豆腐，话说这样我不会吃
腻吗？”

市民陈女士：“每个月工资交了房
贷，给孩子买了奶粉，还得天天算计吃啥
便宜，这种日子也是够了，难道每个月
2000 的工资真的要全部花在吃上吗？要
是我在家里还有一亩三分地就好了，我
就赶紧回家盖薄膜种菜去。”

市民梁女士：“菜价涨得太厉害了，
买一斤苹果的钱都买不到一个白萝卜，
还好我单身又减肥，不用担心天天吃啥。
选择这个时候减肥，真是挑对时候了，我
就静静地看着菜价到底能涨成啥样。”

网友“ 90 后夫妻”：以前客人来的时
候，盼着他多点一些青菜，现在看见他们
点青菜都有点哆嗦。芸豆都七八块了，我
一份干煸芸豆还卖 14 ，除了做菜佐料和
厨师费用，卖份青菜都快赔钱了。

网友“青春无敌”：“以前去菜馆的时
候，总觉得青菜比肉菜分量多，现在连青
菜都不舍得多给了。我回家问了我妈最
近的菜价，才恍然大悟，不是老板抠，都
是这菜价闹得。”

延伸调查 相关链接

“菜再涨，

就天天去吃老豆腐”

两棵葱 7 块钱，一家五口一天“吃”掉 40 元

“茄子 5 块钱，豆角 7 块
钱，芹菜 3 块钱……最近这段
时间菜价真是要‘上天了’。”21
日中午，市民刘女士在中润时
代广场一边买菜一边向记者

“吐槽”。刘女士谈到，最近买菜
感觉钱包里的钱总是不够用。
记者看到在刘女士的购物篮里
放着芹菜、菠菜、茄子、豆角四
样蔬菜，刘女士说这些花了 40
元。

刘女士老两口和儿子一起
生活，全家五口人一天得三四个

菜，原先每个月 600 元的肉菜开
支，不到半个月就花没了。平均每
天肉菜的成本就得三四十块钱，
这还算是吃得比较清淡的。刘女
士说：“以前春节过后菜价都会下
降，可今年过了年菜价也没下降，
要不是孙子吵着吃豆角，我还真
舍不得买。”

据超市工作人员讲，超市
蔬菜价格略低于市场，主要是
为薄利多销，吸引客源，但从整
体走势看，超市蔬菜价格也是
居高不下。

随后，记者走访富东农贸
市场、便民肉菜店等地方，发现
黄瓜、豆角、茄子、大葱等大部
分蔬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特
别是大葱最高时每斤卖到了
6 . 5 元。据了解，从去年 6 月份
以来，大葱的价格一路上涨，多
名商贩表示，目前的大葱价格
达到了五六年以来的最高值。
正在便民肉菜店购物的冯女士
说：“买了两棵葱，花了我 7 元
钱，这蒜也一个劲地涨，这菜都
快吃不起了。”

一块钱只能买白萝卜，回家炒炒还不能放葱蒜

据商河县物价局的工作人
员表示，商河县今年葱蒜的价格
贵得很，以富东市场监测点来讲，
市场上的铁杆葱卖到 6 . 50 元/
斤，价格是去年的 4 倍。“蒜你狠”
更是卷土重来，一度涨回 2010 年
蒜价疯涨时的价格，高达 8.00 元
/斤，同比涨幅 220%。

相对于葱姜蒜这些高价调
味品来说，不少居民表示能不
吃就不吃，能少用就少用，但市
民餐桌上的蔬菜价格持续上
涨，这让不少居民感触颇深。往

年常见的 1 元亲民菜今年不
再，仅有白萝卜价格在每斤
1 . 20 元左右，其他品类多为 2-
3 元/斤，像芸豆、蒜薹、豆角等
贵族菜多在 6-8 元/斤。不少市
民笑称，“现在一块钱也就能买
个白萝卜，回家炒炒还不能放
葱蒜。”

记者在商河县物价局了解
到，物价局重点监测的芹菜、油
菜、大蒜等 19 种百姓餐桌常食
蔬菜平均价格为每斤 4 . 16 元，
同比涨幅 54 . 65%。富东集贸市

场的商贩王先生说：“今年贵得
这样离谱的菜价我们也是见所
未见，年后菜价居高不下，主要
与蔬菜供应量减少有关。”

据业内人士分析，商河县
的蔬菜多由福建、浙江等地运
进，路途远、运费高，人工等其
他成本也较高。去年南方极端
低温天气，不少地方都遭受了
寒潮袭击，蔬菜种植面积本就
有所缩减，加之气候恶劣，导致
原产地产量少，蔬菜进价贵，售
价自然更高。

“下个月要是还这么贵，我就去挖野菜吃了”

除此之外，商河县蔬菜市
场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
大部分大棚蔬菜供应量减少，
本地新季露地菜尚未上市，市
场总体供应量偏紧。蔬菜生长
期间气温偏低导致生长缓慢，
推迟成熟期，上市时间也随之

延迟。王先生说：“以前这时候
玉皇庙的大棚里都有菜了，今
年还没有长大，只是依靠外地
菜，菜价当然贵了。”

据了解，由于本地蔬菜还
没有大面积上市，近期菜价依
旧坚挺。进入四月份，随着气温

回升，本地菜将陆续上市。另
外，春季马齿苋、灰灰菜等野菜
多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高
价蔬菜，预计四月中旬菜价居高
不下的局面会大幅缓解。市民张
女士说：“下个月，要是菜价还是
这么贵，我就去挖野菜吃了。”

▲市民在超市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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