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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魔王”发威价格一路看涨

牛肉贵了，卖肉却赚不到钱
网购年货八成是衣服

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李明华)
15日，记者从中心城区多家农贸

市场了解到，牛肉价格从去年十月
份持续攀升。“10月份牛肉价格每斤
在22元左右，现在每斤27元，平均一
个月涨1元。”北园便民市场一摊户
马先生说，售价是上去了，但自己并
没赚到多少钱。

“虽然肉价上涨，但是销售量却
下降了。”马先生说，以前下午之前
都能把牛肉卖光，现在得等到下午
五六点钟才收摊。马先生告诉记者，
牛肉价格上涨，直接导致销售量下
降，利润反而减少。

记者发现，在半小时内有不少
市民询问，但过高的牛肉价格让市
民止步。“牛肉价格太高了，二十多
元一斤，100多块钱根本买不到几斤

肉。”市民张先生说。
“牛肉价格上涨，我们也没赚

到钱。”开源畜牧养殖场经理赵希
成说，牛肉价格走高但并没有从
中获利。“以前，小牛犊和大牛之
间差价2元，现在二者差价却已经
达到5元。”赵希成说，差价的增加
直接缩减了利润。赵希成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小牛犊每斤价格在
十七八块钱左右，基本在500斤，买
进一头小牛犊需要花费近9000元。
小牛犊长到1100斤出栏，市场卖出
价在每斤12元左右，收入为13200
元，一头牛收益为4200元。“4200元
还得包括饲料费、人工费，扣除下
来，一头赚1000元就不错了。”赵希
成说，收益率低使得不少个体农
户纷纷弃养。

“牛犊价格走高，在本地市场
上‘一牛难求’。”张希成说，买牛犊
得去辽宁等外省才能买得到。“近
年来，农业机械化提高，肉牛役用
功能逐渐消失，很多家庭已经不再
养牛，保持肉牛饲养量的基础发生
了动摇。”德州市畜牧局王艳秋说，
另外，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集
中，使得能够从事养牛业的人员日
益减少；部分地区偷盗肉牛行为猖
獗，农户想养不敢养等因素也在一
定程度上加剧了肉牛饲养业的萎
缩。

“到春节的时候，牛肉价格还会
继续上涨。”马先生说。根据物价局
统计数据显示，从去年11月30日起，
牛肉平均价格连续五周上涨，从每
斤23.86元涨到26.86元。

本报1月15日(记者
王乐伟) 15日，记者从多
家快递公司了解到，与往
常相比，网购年货的人数
增长，快递业务量增长了
三四成，不少快递公司节
前忙招短工。

“去年腊月中旬网购
年货，本来两三天就能到，
当时等了一个多星期才收
到 ，今 年 就 把 网 购 提 前
了。”家住罗庄社区的刘女
士说。对快递业而言，春节
前是“双十一”后最忙碌的
时期。圆通快递公司一快
递员告诉记者，不少市民
担心年货网购扎堆，快递
会越来越慢，就提前网购，
快递员业务量随之增加，
有的快递员一天能送七八

十个快件。
记者了解到，衣服、鞋

帽等得占八成左右。圆通
快递公司快递员说，春节
临近，“新年换新衣”的传
统观念，导致快递货物中
衣服、鞋帽“一统江山”的
局面。

从元旦起，不少从业人
员返乡过年，快递业也面临
着“用工荒”。为了应付春节
前的网购狂潮，不少快递公
司开始着手招短期工。“快
递量越来越多，员工就越来
越辛苦，春节前还会有一段
时间的网购高潮，这个时候
就提前招短期工。”一快递
公司负责人说，快递量加
大、快递员不够，投件的速
度可能也会下降。

春节饰品谨防缺金少银

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史蕊)
15日，记者从多家金银饰品
店了解到，春节临近，黄金
饰品价格有所上涨。

15日上午，湖滨中大
道一家金店的销售人员
告诉记者，近期国际黄金
有下探迹象，但目前德州
金价波动不是太大，黄金
价格集中在 3 7 8元— 4 1 8

元每克左右，相比前段时
间每克上涨了四五块钱。

“最近一段时间，购买黄
金的消费者明显增多，尤
其是蛇元素黄金饰品热
销。”

目前黄金的消费主体
主要由春节送礼、购买调
换首饰、投资三大人群构

成。质监部门工作人员表
示，金银首饰的销售日渐
火热，各种投诉也随之而
来。黄金首饰店所用计量
器具属于国家强制检定计
量器具。工作人员提醒消
费者，按照国家黄金饰品
销售的有关规定，金饰品
每件不超过100克的，允许
最大偏差仅为0 . 01克。

消费者在购买或加工
珠宝金银饰品时一定要看
清商品标签，上面应标明
生产厂家、地址、电话、产
品等级、重量等方面的内
容；购买金银首饰最好到
正规专业的商店，购买时
请认清首饰店计量器具上
的计量检定合格标志，以
防上当受骗。

近日，临邑县交警大队民警为涉油企业工人发放、
讲解交通安全资料。

本报通讯员 高德刚 李圣保 摄影报道

提提醒醒

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马瑛)
15日，记者了解到，理赔受灾农田工
作已经结束，13个县市区受灾农田
170万亩共获得赔偿金3.4亿元，73万
户次农民受益。

因2012年雨季雨水量较大，导致
德州部分农田受灾甚至绝产。德州市
的种植险主要由中华联合保险和人
保财险两家支公司承保，雨季过后，
两家保险公司共派出近百个勘察组
进行为时两个月的实地核损。

调查数据显示，受灾比较严重
的是乐陵市和平原县的玉米地，夏
津县的一些棉花地受灾也较严重，

大部分县区勘察的是玉米地。农险
费用一般每亩地由村民自行承担
20%，四级财政补贴80%，目前受灾比
较严重的农田每亩地最高能获取
300元赔偿。

“棉花地下雨损失的钱已经打
到账户上了，有的收到200多元，有
的收到几十元。”陵县陵城镇的村民
告诉记者。“绝产的农田每亩地能获
得300元，减产的会通过核损进行计
算后赔付，所以每户农民家收到的
赔偿金并不一样多。”人保财险的工
作人员解释。

中华联合农险部的杨经理告诉

记者，赔偿金直接打到农民的一卡
通了，不会通过乡镇政府和村支部，

“农民的账户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一户一户统计上来的。”

经统计，人保财险承保了9个县
市区，玉米地绝产受灾面积47万亩，
减产受灾面积14万亩，棉花地受灾
面积达2万5千亩，人保财险赔付种
植险受灾亩数(绝产、减产)近70万
亩，约50余万户次，赔付金额2亿余
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支公司承保
的4个县市区赔付种植险受灾亩数
(绝产、减产)100万亩左右，约23万余
户次，赔付金额1.4亿余元。

170万亩受灾农田获赔3 . 4亿元

73万户农民绝产不绝收

独居老人每天“擦桌子”打发时间

“一个人的年，算过啥年”
本报记者 孙婷婷 牟张涛

15日14时，家
住长乐社区的侯
明英老人，继续着
每 天 必 须 的“ 工
作 ”— —— 擦 拭 桌
子。“年纪大，干不
动别的活了，天冷
还不愿出去，找点
事干。”春节的脚
步一天天近了，侯
明英的生活节奏
没有改变，就像她
每天的菜品炒白
菜一样恒久不变。

“ 过 年 也 是 我 自
己，没有啥年味。”
除了独居外，因为
没有经济能力购
买简单的年货，也
让老人感受不到
年味。

“家里没人，就我自己。”15日下
午，侯明英老人带着记者走进她的家
中。侯明英今年76岁，8年前，老伴患病
去世，儿子外出打工已经3年没有回过
家。“外甥女有精神问题，我闺女得照
顾孩子，顾不上我。”侯明英说，这8年
来，除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过来跟她
说说话，横竖就是她一个人。

虽然家中物品不多，但老人整理得
井井有条。

“在家出了事，连帮打电话的人都
没有。”侯明英老人常年独居在家，对
于生活物质方面的要求，老人告诉记
者，她脚上穿的鞋子已经有20多年了，
因为生活窘迫，很多年没给自己添置
新衣服了。

出了事没人帮打电话 炒回菜分成三次吃

“我是南方人，习惯吃大米，但大米要
好几块钱一斤，已经很久没买过一斤米
了。”失去劳动能力的侯明英老人，每个月
的生活开支仅靠低保以及55元养老金。

“炒一次菜，我可以分成三顿吃。”距离东
地路菜市场只有一条路之隔，但在老人眼
中，蔬菜是奢侈品。

快过年了，侯明英老人说，她还没有
任何准备，即便过年时她的生活节奏也不
会改变。“我一个人，简简单单过个年就行
了。”过年，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在侯明
英老人看来，以前老伴儿、儿子在家的时
候，过年才热闹。她一个人过年，买点便宜
的菜，做点年糕，有点过年的氛围，也不会
花费太多，也算是过年了，“一个人的年，
算是过的啥年啊！”

谈起
自己多年未
回家的儿子，
侯明英老人
的眼里满是
泪花。

见习记
者 王小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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