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务与服务 暂停时间

山东省分行所有网点 8 月 14 日 8 ： 00-8 月 16 日 12 ： 00
非山东省分行网点(信用卡除外) 8 月 14 日 8 ： 00-8 月 16 日 12 ： 00

山东省分行 ATM 8 月 12 日 18 ： 00-8 月 16 日 18 ： 00
非山东省分行 ATM(信用卡除外) 8 月 13 日 18 ： 00-8 月 16 日 12 ： 00

自助终端、电话银行、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 8 月 13 日 18 ： 00-8 月 16 日 12 ： 00

商户消费 POS(信用卡除外) 8 月 13 日 18 ： 00-8 月 16 日 12 ： 00

除上述渠道外，通过证券公司、期货公
司发起的第三方存管、银期转账、B 股
银证转账交易

8 月 16 日 8 ：00-12 ：00
( 如您有转账需求，建议提前一个交易日安排转

账)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经批准，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定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 18 时至 2010 年 8 月 16 日 12 时，对电脑系统进行升级，期间将暂停部分业务和服
务，现将对山东地区客户造成的影响列表公告如下(仅指正常营业时间的临时停业)：

停业期间，您如有紧急业务需求，敬请垂询我行客服电话 95566 ，或到我行网点咨询。
我们对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并将努力缩短暂停服务的时间。衷心感谢您对中国

银行的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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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啦，出手吧？”“再等等，还会涨！”

安安丘丘大大姜姜始始现现““有有价价无无市市””
文/本报记者 周锦江 片/本报记者 吴凡

7 月底，姜蒜之乡潍坊安丘
批发市场上出现莱芜的投资客，
以高出市场价格三四毛的价格收
姜，姜价一路逐高。 7 月 28 日
上午，姜价达到了 2004 年之后
连续 6 年最高价——— 4 . 6 元 /
斤。不过这个价格也仅仅保持了
一个上午就开始下跌，莱芜客商
进入 8 月份之后就销声匿迹，但
是批发市场上的姜价却确确实实
被抬高了。 8 月 9 日，安丘姜蒜
批发市场上的姜价已经回落至
4 . 1 元/斤。

安丘姜价走势回放

9 日记者在安丘姜蒜批发
市场看到，虽然 4 . 1 元/斤的姜
价“不算低”，但仍有不少没成
交的姜农满载返回。半个月前
的高价格似乎刺激了姜农“摸
高”价格的决心，“惜售”的心态
使安丘的生姜市场出现了“有
价无市”的局面。

9 日上午 9 点，记者赶往潍
坊安丘姜蒜批发市场，在这个
对全国姜蒜交易都颇有影响力
的市场上，拉姜车已经“稀稀拉
拉”，一天的“头一拨”交易结束
了。记者了解到，每天的 4 点多
钟至上午 8 点是这个市场的第
一个交易活跃期，中午 12 点至
16 点是第二个活跃期。 家住
凌河镇的姜农吴顺国告诉记
者，今天他带着自家 3000 斤姜

来市场上只是“看看行情”，如
果价格合适才卖掉。而这 3000
斤姜也只是他去年总产量的十
分之一。

每年，姜农手里的生姜都
有三个销售阶段，一种是当年
产的新姜，要到霜降时才出土，
一般隔年销售；第二种是黄姜，
也就是去年的姜，目前市场上
交易的姜绝大部分都是此种；
第三种是老姜，也就是姜根，俗
称姜母子。吴顺国去年种了三
亩地，亩产万斤。为了规避价格
波动带来的风险，他已经卖了
三批，价钱也“蹦蹦跳跳”地从
每斤 3 元卖到了现在的每斤 4
元。而之前的高价钱让吴顺国
尝到了“甜头”。“4 . 6 元一斤，价
钱没说的。”

中午 11 点多的时候，吴顺
国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买主。
“现在市场价格这么高，短期是
掉不下来的，不急着卖。”吴顺
国说，反正是赔不了钱了，索性
再等等。

在数公里之外的凌河镇凌
河村，记者见到了姜农孙业宏：
“我去年种了一亩二分地，产量
大约在一万两千斤，今年已经
卖掉了 7000 斤。”孙业宏惋惜地
说，他的姜还是卖早了些。因为
家里等着用钱，当时是在姜价 3
元/斤的时候卖的。“现在都 4
块多钱了，可惜没能等上。”

下午 4 点，记者再次来到批
发市场，姜市已经开始散场，仍
有不少姜农的车上满载生姜。
“都是等价钱的。”一位姜农说。

“今年的价格确实好，但是洗姜
量反而少了。”批发市场最南边一家
洗姜厂的曲先生说：“炒姜？没戏！“

曲先生告诉记者，投资客虽然可
以炒，但最大的受益者还是老百姓。
之所以几乎没人能垄断姜场，是因为
大姜易贮存。历史上出现过三次高价
大姜，第一次是在 1996 年，最高的价
格是每斤 12 . 5 元，仅维持了一个上
午；第二次是在 2004 年，价格达到 5
元；第三次就是现在，价格直逼 5 元，
但已经后劲不足。
“价格一高，老百姓就都不卖了，

几乎每个姜农都有窖井，三千元的投
资基本上是终身受益。”长年从事大
姜收购销售的吕思龙告诉记者，一个

普通的窖井 3000 元，可以存 8000 斤
大姜，一般每家都有两个这样的窖
井，存得好姜可以放五年。因为每年
都产姜，所以逼着姜农卖姜腾库。
“大蒜能炒起来，是因为老百姓

几乎没贮存条
件，蒜一出芽
就废了。”而大
姜完全是“藏
富于民”。“前
一段时间传外
边有人带了 3
亿元来炒姜，
就是 1 0 个亿
也不管用。”曲
先生说。

业内人士：“炒姜？没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