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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金价冲上历史最高点
一对中年夫妇一次性购入30余万元金条

本报烟台10月12日讯 (记者
孔雨童) 从中秋前开始的黄金

热至今还未“退潮”。千足金达到
315-318元每克的历史最高点。黄

金热之下，近日在南大街的福莱

金店，一对中年夫妇一掷30余万

购入一公斤黄金。

“关于这对夫妇的身份不太

清楚”12日，在烟台南大街的福莱

金店，记者了解到有一位市民一

次性购买了30余万元的金条。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9日下午，一对

中年夫妇一起来到店里，在询问
了当日的千足金价格之后，一次

购买了一公斤的金条。“这笔黄金

的价格大约在30多万”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即便如此，从9日到现

在的金价又有所上升，这位先生

购入的黄金已经升值了,最近这样
的一掷几十万的客户就有3名。

“从中秋到现在又涨了20多元”

福莱金店销售总监苏明雪告诉记

者，在中秋前后店内千足金的售价

达到295元/克，过了中秋达到299元
/克，到目前已经涨到了315元/克，

而这个价格在烟台还不是最高价。

“现在几乎达到了烟台金价的一个

历史最高值”,谈及金价上涨的原
因，苏总监表示，国际金价的上涨这
是一个大的环境，上交所黄金兑换

价已经涨到291元/克，同时
市 民 买

涨 不 买

跌心态下

购置黄金的

热情也助推了

金价的上涨。

“较之去年同

期每天来购

买黄金的市
民有一百多人，

增 长 了
30%。”

此外，

金价上涨也催热了黄金回购业

务。在烟台市另一家大型金店鑫

荟金行，金条回购价达到历史最

高值，该店的贾剑威经理介绍，由

于目前回购价较高，也有不少市
民开始出售购置的金条，有的市
民一次性大量出售，最多达到近

一公斤。

对于

目 前 黄

金 投

资的形势，福莱金店

的苏总监表示，估

计在明年春天之

前金价会较为稳
定，也仍旧存在
上升的空间。

开发区失业职工

可以补交养老保险

本报 1 0 月 1 2 日讯

(记者 赵鑫 通讯员

邢尧武 ) 12日记者
从开发区劳动就业办公

室获悉，即日起开发区

失业职工可开始补交养
老保险，缴纳方式可选
择全部补交，也可选择
补交部分年限。办理日

期截止到 2010年 11月
30日。

12日下午，记者在
开发区劳动就业办公室
失业保障科见到了来办

理补交手续的王女士。

王女士说自己也是刚刚

得到消息，叫上以前的

工友一起来补交养老保

险。“我刚听说就赶过来

了，也不知道办理办法，

还好工作人员服务热

情，解答详细，让我省去

了不少麻烦。”

47家企业

卫生许可证被注销

本报 1 0 月 1 2 日讯

(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王善浩) 近日，卫
生监督所依据《消毒管

理办法》的要求，对全市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进行

了 专 项 监 督 检 查 。1 2

日，记者获悉，在此次检

查中，我市共有47家企

业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卫生许可证被依法予以

注销。对此，专家提醒消

费者选购消毒产品时一

定要谨慎。

记者从注销消毒产
品生产企业名单上发

现，注销项目包括消毒

剂类、卫生用品以及一

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等

种，而被注销企业涉及

烟台的各个区县，其中

芝罘区 7 家，莱山区 5

家，福山区5家，牟平区

2家，开发区 1家，高新

区1家，龙口市15家，招

远市 6家，蓬莱市 4家，

莱阳市1家。

市区屠宰场已全部机械化,不会影响市民猪肉供应
“目前，仅我们公司的专卖店

就有300余家，其销量在零售环节

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今后在专

卖店的布局上，公司也正在考虑

向县级乃至镇一级延伸。”烟台国

联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秀

荣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大型生猪屠宰
企业在烟台五区范围内共有 5

家，目前均已实现机械化屠宰，

日屠宰能力在 500-2000头不
等，且产能已经过剩。烟台国联

食品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秀

荣表示，他们公司目前日宰生猪

在800头左右，而春节前夕市场

需求量大时，极限屠宰能力可以

达到3000头。

“现在烟台市区市场上供应的

猪肉都是通过100%机械化屠宰的，

不存在手工屠宰的情况。”市商务局

政策法规科李科长告诉记者，此次

要压缩的小型屠宰场多位于各县以

下，而市区的大型机械化屠宰厂屠

宰能力充足，甚至相对“过剩”，因此

压缩屠宰点并不会影响市区的猪肉

供应。“像福山区的一个机械化屠宰
厂，它的屠宰能力非常强，充分运转

时一天可以宰1000头。”

压缩计划分3年实施，小屠宰场可考虑转行
“压缩小型屠宰点对大型屠

宰厂来说是好事情，对整个屠宰
市场发展及百姓肉食安全也是有

利的。”李科长告诉记者，猪肉是
关系百姓餐桌的重要食材，为保

证生猪屠宰行业健康发展，保障
群众吃上“放心肉”。烟台此次提

出三年压缩计划将为大型机械屠

宰厂提供发展空间，优化屠宰行

业布局。“现在一些大厂的专卖店已

经覆盖到了乡镇一级，都是统一屠

宰、冷链、分割、配送，压缩小屠宰点

后，这些大厂将进一步向下辐射，扩

大覆盖面。”

此外，李科长表示，小屠宰点

被关停后，其从业者在猪肉分割、

销售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优

势明显，可以转型继续做分割销
售的工作，利润空间不见得就比

从事小型屠宰来得少。

12日，记者探访了芝罘区规模最

大的一家机械化生猪屠宰企业———

烟台国联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该公司

建设了面积2000多平米的猪圈，生猪

们在此得到较高“享受”—于屠宰前

将在此静养12小时以上，等其心态平

和了再屠宰，这样肉质更鲜美。

记者看到，正式屠宰前，每头

生猪还要进行10分钟的淋浴，彻

底冲刷干净后进入“麻电”环节，

220伏的电压会在0 . 2秒内将猪电

晕，然后经传送带到达屠宰车间。

吊挂、放血、扒皮、除内脏、劈半、冲

洗、脱酸等七道工序下来，一头生

猪就变为了成品猪肉。

工作人员表示，七道工艺，每

个环节都有检测人员检测，保证出

厂猪肉卫生过关，品质优良。

2012年底前，半数非机械化小型屠宰点将被关闭

压缩屠宰点影响几何？
本报记者 马绍栋 苗华茂

格部门动态

记者日前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为让市民吃上放心肉，到2012年底，全市将对154家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中一半非机械化的小型屠
宰点实施强制退市，力争用三年时间将全市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总数控制在60个左右，全市机械化屠宰比例达到80%以上。总量压

缩一半是否影响对市民的猪肉供应？小屠宰点出路何在？未来的生猪屠宰市场呈现怎样的格局？记者对此一一进行了探探访。

探访

从生猪变猪肉

要经7道工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