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市场场和和天天气气通通力力，，菜菜价价与与肉肉价价齐齐飞飞

公公告告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单证遗失：发票客户联

(流水号23710150116600584006)，

共一份，声明作废。

环翠区彤鑫建材经销处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371002600351483，声明挂

失。

威海鑫之源餐饮有限公

司(注册号：371002200052996)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已成立，请债权人

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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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山供电

严把安全关

本报4月13日讯 (通讯员 马建
伟 ) 为不断强化公司春检现场的过
程管控能力，加大作业现场的监督检
查力度，乳山市供电公司采取多种举
措助力秋检，确保将安全隐患消灭在
萌芽状态。

肉价高位近半年，看来还要“天上飞”

吃 吃顿排骨都奢侈

“33元/斤，都吃不起了，”13日上午，在
市区一超市，市民王女士说，家人喜欢吃糖
醋排骨，以前她会到超市挑选精排做给家
人吃，但现在的排骨价让她直呼吃不起。

“家有五口人，怎么也得买三四斤，吃一顿
排骨就得100多元，一个周吃一次也挺贵，”
王女士笑笑说。

在超市猪肉专柜，记者看到，里脊肉一
斤24 . 9元，精品五花肉一斤19 . 8元，后腿
肉一斤15元。

“年前价格就涨起来了，过完年一直没
落，”销售员孙先生说。一路上涨的猪肉价，
他也有点吃惊，“猪肉价格涨了，市民买的
就少了”。

养殖户批发商也郁闷

桥头镇盘川夼村谷源作是养猪大户，
目前他养了100头母猪。谷源作说，猪肉价
是2015年底涨起来的，当时猪肉收购价
9 . 5元/斤，2016年初涨到9 . 9元/斤，直至
现在10元/斤。

“一连赔了好几年，现在赚的钱还不够
贴前两年赔的钱。”谷源作养了多年猪，行
情好时，一年能赚十几万，行情不好，一年
也赔十几万，“我现在不敢补栏，怕明年价
格跌了再赔钱”。

谷源作的担心不无道理。张村镇的养
猪户董卫东已退出养猪业，“我已不养猪
了，”董卫东养猪十余年，2013年遇上养猪

“小年”，当时出栏价都跌破“6块(每斤)了，
一年赔了几万块”。2013年开始，董卫东就

打算退出，2015年中旬，猪价回升，董卫东
却在几个月前就离开了这个行业。

“三年一个周期，头年猪价喜人，第二
年平平，第三年则徘徊在亏损边缘，”正是
由于总结出这个规律，对如今猪价涨势，董
卫东也不“感冒”。

遇上“金猪”年，养殖户不“感冒”，批发
商也乐不起来。郑德发是张村镇农贸市场
的猪肉批发户，他说生猪市场价主要是从
龙大、金锣等专业门店了解，目前每斤猪肉
最低也要比生猪出栏价多3元。

“猪肉价涨的这么高，买的人也少了，”
郑德发说，进货价涨了，若将每年2万元的
摊位费和屠宰一头猪三五十元的费用算
上，他的钱也不好赚。

肉价将持续高位

威海市物价局价格监测科工作人员陈
丽宁分析称，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
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母猪存栏量大
增—生猪供应增加—肉价下跌，这一规律
是近几年肉价波动的写照。周而复始，养殖
户不断接受市场“大年”、“小年”的折磨、考
验，养猪积极性并不高。

“肉价上涨最主要的原因是存栏量下
降，”威海市畜牧局工作人员称，目前，猪肉

价大涨原因有二：一是前两年生猪价格偏
低，亏损时间较长，养殖户减少养殖量或弃
养，存栏量逐年下降；二是各地整治养殖粪
污，环保门槛提高，在市场和环保的双重压
力下，许多养殖户尤其是散养户退出，能繁
母猪和生猪存栏量进一步减少。

对此，威海市物价局另一位工作人员
称，由于存栏量下降及一些节日陆续到来，
肉价或将持续一段时间的高位。

猪肉也是菜篮子的组成部分，年后以来，猪肉价格仿佛坐上直升
机，蹭蹭上涨，一斤五花肉竟涨到19 . 8元一斤。

菜价蹭蹭涨，最近总算到顶了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8元/斤的蒜薹，15元/斤的有机花菜，14元/斤的大蒜，7
元/斤的西葫芦……，去冬今春的菜价，市民直呼“吃不消”。

菜篮子格外沉

“买了两根葱，几头大蒜，花了20多块
钱，”11日一早，市民张先生在古寨路一市
场买完菜后感叹。在他看来，这两种只是
配菜，更让他抱怨的是蒜薹、芹菜、有机花
菜，“年前一个菜花2块钱，现在菜花3 . 49
元/斤。”

“蒜薹都8块钱一斤，真是吃不起，”市民
孙女士也吐槽，去年同期，蒜薹不过4元/斤。

不光消费者觉得贵，连菜贩子也觉得

今年菜价高得离谱。“基本上是20年以来
的最高位了”，寨子附近一蔬菜批发市场
的摊主孙先生说，自己已经卖了五年菜，
今年菜价尤其高。

他的菜摊上有青辣椒、红辣椒、芹菜、
西葫芦、有机花菜，记者观察发现，尽管有
好几拨人来问价，8元/斤的蒜薹、15元/斤
的有机花菜，始终没人买，多是问完撇撇
嘴就离开了。

价居高不下，肉却不能不吃。 记者 陈乃彰 摄

价高量少，中间节节要加价

“4 . 5元/斤，”10日上午，温泉镇江家
寨蔬菜批发市场一大葱摊前，摊主徐女士
说。去年这个时候，大葱批发价是1元/斤，
短短一年，竟涨到了4 . 5元/斤。

徐女士已做了五年蔬菜批发生意，从
来没碰上过这么高的价格，价高也影响到
了她的生意，“以前批来一车2万斤大葱，
一两天就可以卖完，现在得3-4天。”

买的人少了，卖的周期就长了。徐女士
坦言从菜农手中拿到货后，会每斤加价一
到两毛，“大葱存放期不长，叶子一黄就没
法卖了，略微加一下价，要不然就赔大了。”

孙庆安是聊城人，来威做了两年蔬菜
批发生意，“我从菜农手里拿菜的时候，价
格已经涨起来了。”以青辣椒为例，4月初，
他收货价已涨到了6元/斤，从聊城到威
海，他每斤得加两到三毛，“我也是根据行
情来，从我这的批发价格涨了，市场价肯
定还要涨。”

“菜越是少，价格加得越多。”孙庆安
说。一棵菜从地里到市场上，需经过代办、
净菜、加工、运输、批发市场、菜贩子等多
个环节，收购菜量越少，每个环节的成本
越高。

“价格肯定会便宜些”

“目前的蔬菜主要从寿光批发来的，”
在温泉镇江家寨蔬菜批发市场，从事多年
蔬菜批发生意的于林涛说，往年，本地蔬
菜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南方进货，一
是从寿光进货，今年南方受冻害影响，蔬
菜产量减少，菜贩子多从省内几个产地进
货，直接推动了价格上涨。

作为省内蔬菜主产地的寿光，也受到
了天气影响。“连货源都不那么好找了，”
于林涛说，以西红柿为例，2015年中下旬，

寿光连续阴雨天，西红柿生长慢，很多农
户收获量减半，“这种数量的变化直接反
映到了菜价上，去年收价2元/斤，今年直
接到了4元/斤。”

货源少了，代办所收的中介费用反而
高了。“正常情况下，代办收费一般每斤菜
1-2分钱，现在3-4分钱，环环涨上来，批发
商也只能歇业，孙庆安也有看法。

“不过现在价格降了些，本地蔬菜开
始陆续上市，肯定会便宜。”于林涛说。

“菜篮子”有点沉，但不能不吃。 记者 陈乃彰 摄

本报4月13日讯 (通讯员 王超
彭程 ) 威海地区共设有1 7个园

区，其中4个省级工业园区，13个地市
级工业园区，威海供电营销部积极进
行园区市场调研分析，提前做好园区
业扩和电网配套服务工作。下一步，
将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贴近市场和
客户的新型园区服务机制。

威海供电

“绿色通道”服务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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