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蒜你狠”又来了，一斤五块八
种植户赚钱 市民喊吃不起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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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4日讯(记者 彭彦伟)

记者4日在日照市某超市内看
到，鲜大蒜的价格是3 . 58元/斤，干
蒜是5 . 8元/斤，这是近两年来的最
高价。据蒜农介绍，大蒜种植面积
减少，肥料、人工等成本上涨是大
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4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日照
市最大的蔬菜交易市场金阳农贸
市场。商贩贾女士正在和朋友聊着
天。“现在鲜蒜批发价每斤3元左
右，干蒜每斤5元。”贾女士说，“一
周前鲜蒜价格还在2元左右，而这
几天又涨了一元。”

贾女士做蔬菜批发已经5年
了，今年的大蒜价格是2010年“蒜
你狠”之后的最高价。“2元/斤的时
候每天还能批发一千斤左右，而这
几天最少减少了三分之一。”贾女
士说。记者在与另外一商贩聊天时
得到了与贾女士相同的答复，“价

格贵了不好卖。”张女士介绍。
“种的少了，以及肥料、人工等

成本都在上涨。”莒县陵阳镇杨家
址坊村村民史平说。杨家址坊是日
照种蒜比较多的村子，“一般每户
都要种个也就一二亩大蒜，多的有
五亩。”

去年大蒜价格低，今年他们村
大蒜种植面积就减少了很多，“我
弟兄三个去年都种蒜了，但今年我
那俩兄弟都没种。”史平说。史平介
绍，与他们家情况相同的大有人
在，“今年种植面积普遍都减少
了。”

虽然今年蒜价比较高，但史平
告诉记者，化肥、人工等都上涨了
不少。“去年每袋复合肥每袋涨了
3 0元，一亩多地要多花将近200

元。”史平说，“人工也涨了，去年每
亩地雇一个人在七八十元，今年就
要120元一人，我总共雇了3个人。”

“现在看价格还可以，今年应
该会比去年好，能赚钱。”蒜农周先
生说。

不过，蒜价的上涨也增加了市

民“菜篮子”的负担，4日，在海曲路
某大型超市就有市民感慨蒜价太
高，已经消费不起了，“价格这么
高，都不敢买了。”一位市民说。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李
玉涛 通讯员 袁洪波 黄
晓华) 4日，记者从市房管局
获悉，5月份市区二手房转让、
抵押业务量大幅增长。房管局
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主要原
因是积蓄已久的刚性购房需
求开始平稳释放。

“5月份我们的成交量比4

月份大约提高了20%左右，与
去年同比也是只多不少。”4

日，山东鲁房置换有限公司日
照鲁房总部的韩经理介绍说。

日照市众诚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的孙经理介绍说，从2

月下旬开始，他们公司二手房
交易出现回暖，到现在每个月
的销量都较为平稳。“我们这
一个店每个月都能卖六七套，
今年的形势还算不错。”他说，
如果今年国家不再出台相关
控制性政策，这种回暖趋势或

许会持续全年。
日照市房管局数据显示，

5月份市区二手房出现阶段性
回暖，转让、抵押业务量大幅
增长，分别环比增长106 . 21%、
57 . 75%。

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分
析，近期二手房交易相对活跃
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自
去年楼市调控至今，房地产市
场价格相对平稳，市场观望氛

围逐渐减退，随着5月传统购
房旺季的到来，积蓄已久的刚
性购房需求开始平稳释放，而
个别热点、学区房等交易区域
房价的小幅回涨，以及未来楼
市充满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
速了刚需释放的进程。

“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家对
自住型住房、首次购房首付比
例的调整和贷款利率的优惠、
存款准备金率的调低，减轻了

人们的购房成本、增强了交易
支付能力，助推了刚需住房需
求的释放，并满足了一部分融
资需求。”该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还表示，国家对
投资性住房需求仍然保持抑
制性政策，二手房市场的阶段
性活跃，并不意味着投资性住
房政策的放松，将会有更加科
学、有效的政策促进房地产市
场持续健康发展。

5月刚性购房需求开始释放

日照市区二手房转让环比增一倍

4日上午10点，金阳市场的大蒜批发商显得有些清闲。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李
玉涛 ) 为提升日照市的城
市品位和历史文化内涵,增添
新的靓丽风景线，迎接全国
文明城市检查，自5月中旬以
来，日照市园林管理局海曲
园艺公司组织人员在市区海
天绿地、人民广场、北京路与
海曲路交界处、临沂路与迎
宾路交界处、滨河公园、营子
绿地等处安装了13组形似剑
鱼、花瓶、兔子、船等形象的
植物雕塑。

据了解，目前1 3组立体
植物雕塑已基本加工完成，
待五色草进入正常生长后，
将于6月中旬走上港城街头。

植物雕塑“穿花衣”

城市添靓丽风景

4日下午，园林工人正在
海天绿地用五色草给立体植
物雕塑《船》“穿花衣”。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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