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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8日讯 (记者
英子 通讯员 陈淑才)每公斤
15 . 2 元！7 日，郯城县生猪收购
价已经滑落到全省最低点，比 1

个月前的价格便宜了 3 . 8 元/

公斤。临沂市畜牧局的调查显
示，1 1 月初，临沂市土三元肥
猪、三元肥猪、统货猪肉价格相
比 9 月 底 分 别 下 降 1 5 % 、

15 . 2% 、2 . 7% 。
8 日，记者在市区沂蒙路与

金源路交会处一家大型超市看
到，普通猪肉的价格是 2 9 元/

公斤，“ 14 . 5 元一斤，猪肉价格
最近确实降得厉害。”正在购买
猪肉的刘女士感叹。猪肉柜台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前两天猪
肉价格还在 3 1 元/公斤左右，

现在已经跌到 2 9 元/公斤了。
记者走访了市区几家大型超市
发现，猪肉的价格基本都是 2 9

至 30 元/公斤。
“生猪收购的价格降了，猪

肉价格自然就下来了。”河东区
一名张姓养殖户说。国庆节以
来，临沂市生猪、猪肉价格持续
下跌。记者从临沂市畜牧局了解

到，平邑本地肥猪的收购价格仅
一周时间就从 16 . 8 元/公斤下
跌到 15 . 6 元/公斤。一些养殖户
甚至表示明年不想再养猪了。

业内人士称，进口猪肉量
的增多以及本地养殖户增加养
殖数量是生猪价格下降的主要
原因。在元旦春节前，生猪价格
或能有所回升。

本报 1 1 月 8 日讯 (记者
张希文 胡跃东 实习生 王
仕瑞)平邑县温水镇务本村的几
个村民最近犯了愁，他们种植的
萝卜去年地头销售 0 . 8 元/公
斤，今年价格低至赔本卖却仍然
无人收购。

8 日下午，记者来到平邑县
务本村。“去年萝卜大量上市的
时候，收购车开到了地头，0 . 8

元/公斤收购，今年则根本没有
来收购的。”邵士举说，前几天有
村民多方找关系找到一家单位
收购，卖了一部分萝卜，包送货
才 0 . 6 元/公斤。除去送货等成
本，销售价格也就在 0 . 4 元/公
斤。

邵士举告诉记者，他去年一
共种植了 3 亩萝卜，今年种植了
近 8 亩，和他紧邻的两家一共也
种植了 7 亩多，都在等买主。邵
士举也联系了去年收购萝卜的
两个买主，他们都称萝卜行情不
好，虽然目前价格低，但在没有
确定的销售渠道前，还是不敢收
购。

邵士举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因为现在萝卜种子、化肥、农药
等价格上涨，种植一亩萝卜就需
要 500 多元的成本，这还不算耕
地、浇水等支出。今年一亩萝卜
最多能收获 5000 公斤，如果按
照 0 . 4 元/公斤的价格，一亩地
萝卜最多能卖 2 0 0 0 元，扣除各
种成本，基本是白忙活。“就是白
忙活都没人收购，这才是最愁人
的。”邵士举说。

根据邵士举提供的号码，记
者联系了萝卜收购商——— 莱芜
的周先生和济宁泗水县的楚先
生。周先生告诉记者，因为今年
萝卜上市量大，行情不好，他一
直没敢收购萝卜，目前的价格最
多在 0 . 3 元/公斤左右，就是这
个价格还要等几天才能收购。而
楚先生则表示，因为萝卜行情不
好，萝卜市场季节时间短，他今
年不打算收购萝卜了。

“现在猪肉收购价格这
么低，勉强保本吧。”费县中
福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凤
龙说。8 日，费县生猪收购价
格是每公斤 1 6 . 8 元，而一
个多月前的价格则在 1 9 元
左右。同样一头 1 0 0 公斤的

猪，就要少收入 200 多元。
胡凤龙说，由于之前猪

肉价格较高，很多养殖户都
增加了养殖的数量，他们养
殖场也增加到 3 0 0 头左右。

“没想到生猪的收购价格下
降得这么多。”胡凤龙介绍，

由于管理费用、水电开支、人
员工资增加，加上贷款、折旧
等，目前养猪效益在每头
2 0 0 - 3 0 0 元，按照每头猪
1 0 0 公斤左右出栏，各种费
用折算下来，每公斤收购价
要在 15 元左右才能保本。

据最近两周的临沂市生
猪价格周报表显示，临沂市
各县区生猪及猪肉价格每公
斤均有所下降。其中，平邑县
每公斤本地肥猪的收购价格
更是在一周内下降了 1 . 2 元。

本报记者 英子

对于近期生猪、猪肉的价
格下滑趋势，临沂大学商学院
朱建成教授表示，归根结底是
市场供求规律在起作用。之前
的猪肉价格较高，很多养殖户
增加了生猪的养殖数量，导致
市场供大于求，价格自然有所
下降。记者从临沂市畜牧局了
解到，截至今年 10 月底，全市
生猪出栏 8 0 6 . 1 8 万头，同比
增长 6 . 1% 。

另一方面是国家宏观调
控的影响。今年以来国家两次
出台了扶持生猪生产的政策，
引导鼓励了生猪生产，增加了
生猪生产后劲。另外，还增加
了“洋”猪肉的进口量，由于进
口猪肉到岸价均价仅在每公
斤 1 4 元左右，远低于本地猪
肉成本，因而对本地猪肉价格
也形成一定冲击。

加上 10 月-11 月正处于
猪肉消费淡季，供应却持续增
加，价格下滑成为必然。

本报记者 英子

对于目前价格下跌情况，
部分养殖户还是持乐观心态
的。费县中福科技有限公司胡
经理表示，估计春节前价格能
有所回升。“收购价应该可以回
升到每斤 9 元左右吧。”

临沂市畜牧局有关专家分

析，冬季是猪肉的消费旺季，特
别是元旦、春节的到来，消费市
场有望持续扩大。同时，冬季疫
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生猪供应。
预计 12 月份，三元生猪价格有望
反弹到 18 至 19 元/公斤。

临沂大学商学院朱建成教

授表示，依目前情况看，小规模
养殖成本较高，抗风险能力也
较低，还是要通过规模养殖来
提高抗风险能力。同时，政府也
应该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对
养殖户给予补助。

本报记者 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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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公斤的猪要少卖 200 元

前 景 预 测

生猪收购价 12 月有望抬头

原 因 分 析

养殖数量增多

价格自然下滑

单位：元/公斤

去年地头销售 4 毛一斤

今年 2 毛少有人问津

“焦急”的萝卜

地里苦等买主

一贴一揉，灸贴治好老首长

1998年，临时担任首长保

健工作的张书斌，接诊了一位

靠服文迪雅控制血糖的省部

级领导。张书斌通过把脉发

现：老领导舌质淡红、苔薄少

津，脉沉线；血糖不稳，怕冷，

便秘严重，诊断为气血失衡、

经络不通所致。遂在脚底贴上

特制灸贴，嘱咐老领导每日更

换，随时准备减停西药。

张书斌的灸贴让领导和

西医直犯嘀咕：打针吃药都不

管事，贴个药贴就能好？谁知

三个月后，老领导亲自送来了

“中医泰斗，悬壶济世”的锦

旗。原来，才坚持贴十天灸贴，

老领导口渴、乏力等症状就明

显好转了，两个月后，就能放

开吃喝，踏实睡觉，文迪雅和

胰岛素也逐步停掉了，如今，

血糖基本稳定在6 . 1，很少波

动！自此，张书斌“红色御医”

的称号广为流传！

内病外治，糖尿病治疗重大突破

笔者直叹张老医术神奇，

他却说：治病之道，贵在治本！

与其说我病看的好，不如说这

是中医治病求本的功劳！现在

很多人得了糖尿病，首选西药

降糖，殊不知，西药不过是冲

着血糖指标去的，可指标好看

不治病！老首长吃了快10年的

西药也没把血糖稳住、打最好

的胰岛素却打的视力模糊、手

脚麻木，这都是教训！

《黄帝内经》上说，人之所

有者，气血阴阳而已！也就是

说，气血是人体之本，气顺则

血畅，则病愈，则体健。糖尿病

是气血不畅、经络不通，产生

糖代谢异常所致。所以我治糖

尿病，采用的是中医灸贴打通

气血通道、恢复患者糖代谢本

能的内病外治疗法。这就好比

治理水土流失，西医是没完没

了的铲沙，而中医是从上游造

树林、修河道，恢复生态环境，

断掉泥沙流失的根源！

推广三年，数万患者停针停药

2008年底，从公职上退休

的张老，放弃个人休息的时

间，走上将糖尿病内病外治推

向全国的道路。作为新医改的

重要举措，内病外治灸贴进入

我省三年多的时间里，96%的

糖尿病患者感觉浑身有劲，

85%的患者并发症明显好转，

目前，全省已有37000多名患

者实现了停针停药，过上了敢

吃敢喝的幸福生活。

如果您想不打针不吃药、

远离并发症，像健康人一样吃

喝无忧的生活，可拨打专家团

队 公 益 咨 询 热 线 ：0 5 3 9 -

8884293 15725396573，免挂号

费、专家咨询会诊费，免费获

取帮助的同时，还可领取一本

价值28元的糖尿病内病外治

权威书籍，还有机会获得中国

糖尿病防治中心价值数千元

的规范诊疗补贴款。

“四小名医”出山 内病外治攻克糖尿病

张书斌：中医世家，原国
家领导保健小组成员、中国
四小名医之一、中国糖尿病
防治中心主任、糖尿病内病
外治领域权威。获多项科技
成果奖，并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素有“红色御医”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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