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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冷柜只放两块肉，还没人买
“瘦肉精”事件披露后，双汇冷鲜肉的加盟商经营惨淡

由于顾客越来越少，店主们现在进货也越来越保守

本报记者 李娜 孙芳芳

“自从‘瘦肉精’事件被曝光

后，销量一天不如一天了。”22日上

午，烟台九中附近一家双汇冷鲜肉

专卖店的店主赵女士在店内翻着

报纸，“往常这个时候，店里都是人

来人往，哪像现在这么冷清啊！”

店里的大冷柜内，此时仅存放

着两块猪肉，大约20多斤。赵女士

犯愁地说：“以前每天都进两三千

元的货，现在每天连100元都卖不

出去，一上午都没人进店了。”

“瘦肉精”事件被媒体光

后，烟台部分超市已将双汇肉

食统统下架，虽然来自我省德

州的双汇冷鲜肉仍在销售，但

经营者都遇到了顾客锐减，销

量骤减的情况。

22日午饭时间，记者再次

经过烟台九中附近这家双汇

冷鲜肉专卖店时，仍然没见到

有顾客光临。店里的大型冷鲜

柜里，依然只有那两块肉，显

得空空荡荡。

这家双汇冷鲜肉专卖店

在门口的显著位置贴着一份

声明：“目前我店所销售双汇

产品全部由德州工厂供应。

该厂生猪来源全部由工厂所

在地采购，并经当地官方动

检部门及我司品管部门共同

检测。所有出厂产品均无任

何违禁药物，请放心购买。”

店主赵女士告诉记者，她刚

贴出这个声明时，还有部分

市民来看来问，但现在直接

没人来了。

“这一上午，我的店里没

有一个顾客，以往这个时候已
经忙不开了。”赵女士告诉记

者，在“瘦肉精”事件之前，店

里的生意挺好，周围的居民基

本都到她店里买肉，到了吃饭

的点，她都忙活不过来。但是
现在，一整天能来一两个顾客
就不错了。

记者随机采访发现，多数
市民一听到“双汇”就表示，

“既然都查出来了，短期内不
会吃双汇肉食了。”在烟台九

中附近，一家杂货店的老板也
感叹说，双汇肉店的生意今非

昔比了，现在很多人不敢吃双

汇了，这几天他几乎没看到有

人过来买肉。

“没有顾客就不敢多进

货，不然时间长了，就不新鲜

了。”刘女士告诉记者，现在

加盟双汇冷鲜肉的店主们进

货都很谨慎。“虽然烟台市面

上销售的是德州双汇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冷鲜肉，并不
是被曝光的济源双汇的产
品。可现在只要一提双汇，老

百姓马上就能想到‘瘦肉

精’。”几个双汇冷鲜肉专卖

店的店主在接受采访时，也
都显得很无奈。

对于以后是不是继续经

营双汇冷鲜肉，塔山市场上一

位双汇专卖店的店主表示，自

己还要再观望一下。“自从双

汇冷鲜肉进入烟台，我们就一

直在经营，还是有感情的。不
过我听说不少专卖店已经转

向经营其他品牌的冷鲜肉了，

我打算再看看。”

随后，记者联系了双汇在

烟台的代理商——— 烟台汇才
经贸有限公司，对方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最近的销量一

直在下降，正常的话每天走货

量在1 . 5吨左右，现在已经减

到每天二三百公斤了。”

日本发生9 . 0级

大地震后，不少市

民发现，以日系品

牌为主的数码相机

在 港 城 已悄然涨

价。22日记者了解

到，索尼、尼康、佳

能等日系相机近期

出现了500元到1000

元不等的涨幅，有

的机型由于缺货即

使 有 钱 也买不到

了。

“上周买了就好了，现在

涨了1000元！”22日上午，市
民邹先生正在科技市场内挑

选相机，邹先生告诉记者，他

看好了一台佳能7D的单反相

机，本来打算上周购买的，但

当时感觉价格有点贵，犹豫了

一下，没想到今天来了才知

道，价格已经调整为14000元，

整整涨了1000元。”

在市区一佳能专卖店，销

售人员告诉记者，这段时间该

品牌的相机基本上都涨价了，

5000元左右的单反相机普遍

涨幅在三四百元，高端单反机

的涨幅则高达七八百元，甚至

上千元。就连单价在一两千元

的卡片机，也有一两百元的涨

幅。“很多产品现在几乎是一

天一个价。”烟台科信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佳能、尼康等品牌的数
码相机在他们这里都涨价了，

涨幅从100元到1000元不等。

市面上日系相机不仅价

格上涨，而且一些型号甚至出

现了缺货的现象。“有的产品
已经拿不到货了，而且很多产
品现在几乎是一天一个价。”

在采访中，科技市场内一家摄

影器材专营店的老板告诉记

者，目前店内出售的都是存

货，“现在拼的不光是价格了，

而是谁手里有货了。”随后，记

者走访了苏宁电器、五星电器

等家电商城了解到，不少型号

的单反相机都出现了缺货现
象。

除了相机受到日本大地

震影响出现涨价之外，U盘、

耳机、摄像头、硬盘、内存卡

等电子产品也出现了跟风涨

价的现象。“日本大地震后，

内存条的批发价每天都在

变，每次进货都比以前多花

不少钱。”22日上午，在科技

市场内经营电子产品的徐女

士告诉记者，最近U盘涨价

比较明显，单件价格平均涨

幅都在10元以上。采访中一

位销售商告诉记者，价格上

涨不排除货源紧张的因素，

但也有一些批发商借机囤货

以达到抬高价格的目的。

面对相机涨价，消费者反

应不一。“虽然涨幅很大，但是
最近急用相机，只能咬牙买

了。”在科技市场，市民邹先生

最终还是买下了看好的那款

佳能单反相机。不过也有不少

消费者表示，不会在相机涨价

时购买，“价位突然这么高，说

不定是有人趁机炒作的，还是
再观望一段时间吧。”

以前都打“日本”牌

现在都说实话了

港城日本料理店纷纷标

榜自己的食材是“国货”

本报3月22日讯(记者 孙芳

芳 李娜 实习生 周雪) 长期
以来，日本料理店内的寿司、海鲜
等受到不少港城市民的青睐，但日
本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
后，不少市民犯起了嘀咕：这些食
材会不会受到污染呢？22日，记者
走访港城的一些日本料理店发现，

不少商家开始努力撇清与“日本”

的关系，纷纷标榜自己的食材是
“国货”，表示自己只是“日式做
法”，原料绝不是来自日本。

“我们的食材大都是取自烟台
本地，所以市民完全可以放心食
用。”22日上午，清水·日本海的经
理王女士告诉记者，除了三文鱼等
海产品来自挪威的深海水域外，店
内大部分的食材都从烟台本地的
海鲜市场上采购的。

记者随后又走访了市区其他
几家日本料理店，不少商家也纷纷
撇清自己与“日本”的关系。“虽然
名字是‘日本寿司’，但并不是说所
有的食材和调料都来自日本。”，在
胜利路附近的伊藤家回转寿司店
内，工作人员介绍，由于从日本进
口原材料较贵，多数寿司店的原料
都是取自国内，“国内的不少食材
物美价廉，没必要进口。”

在采访中，多数料理店表示，

日本地震并未对店内的生意产生
影响。22日中午，记者在清水·日本
海看到，前来就餐的消费者依旧络
绎不绝。“我们都很喜欢吃日本料
理，既然能进到店里，这些材料应
该都经过了国家检测吧？我们不担
心会有核辐射。”正在选购寿司的
市民孙女士告诉记者。

本报3月22日讯(记者 何泉

峰 通讯员 杨莉) 从市商务局
获悉，烟台市今年将在莱州、龙口
等县市区继续推动建设6个出口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据了解，截止到2010年底，烟
台市已经在招远、莱阳、蓬莱、栖霞
建设完成4个出口农产品质量安
全示范区，对出口农产品各环节、

全过程实施质量安全监管。2011

年，烟台市将继续在莱州、龙口、海
阳、长岛、芝罘区、福山区推动建设
6个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烟台市商务局外贸科科长侯
杰告诉记者，示范区覆盖范围的扩
大，除了能改善农产品出口状况，

还能进一步促进“区超对接”工程
的进展，在进超市的出口农产品的
数量、品种、价格上，都将为市民提
供更多的实惠。

保证出口农产品质量

烟台将再建6个示范区

大地震“余威”波及数码市场
日系高端相机近期集体涨价
不少消费者表示，不会在涨价时跟风购买
本报记者 孙芳芳 实习生 周雪

午饭时间，烟台九中附近的双汇专卖店

里没有一个顾客。 记者 孙芳芳 摄贴在专卖店门口的声明书。

商场内不少型号的日系相机出现了缺货现象。本报记者 孙芳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