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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经济

大大闸闸蟹蟹今今年年““横横行行””不不起起来来了了
今年价格可能比往年低10%左右，各经销商转战平民消费市场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代曼) “3只3 . 4两的公蟹加上
3只 2 . 4两的母蟹只需要 9 9

元。”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月
左右的时间，鲜美的大闸蟹还
在湖中等待“开闸”，但“蟹斗”
却早已在各家电商网站之间
打响。相较往年的动辄千元的
高档礼券，今年百元以内的大
闸蟹团购产品明显增多。

据业内人士介绍，受节俭
之风的影响，今年大闸蟹经销
商接到的企事业单位订单势
必减少，各家大闸蟹经销商不
得不推出高性价比的“纸螃
蟹”提前抢占平民消费市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烟台市内
的各品牌大闸蟹实体店还没
展开推广活动，据知情人士预
测，今年港城的大闸蟹很难在
市场“横行”了。

8月19日，记者来到二马
路、建设路、胜利路等几家
品牌大闸蟹专卖店发现，各
店家的蟹券销售还没展开，

“今年行情可能不大好，再
说现在也没人买啊。”二马
路一家阳澄湖大闸蟹专卖
店的黄经理介绍，今年大闸
蟹的出水价很难预测，现在
还没办法定下蟹券的价格，
但黄经理预估，“价格太高
的蟹券今年销路一定不会
太好。”胜利路上的一家大
闸蟹专卖店的蔡经理已经
在烟台卖了六七年的大闸
蟹了，在他看来，今年各家
经销商可能更多地推广价
位低的产品。

离中秋还一个月

散装月饼唱主角

本报8月19日讯(见习记者 张倩
倩) 受节俭之风的影响，今年烟台的
月饼市场延续了去年以来的“低调”
表现。虽然离中秋节还有一个月左右
的时间，但月饼早已悄然在港城的商
场超市现身，价格也很“接地气”。

19日，记者走访了港城几个大型
超市，发现超市销售的月饼以散装为
主，而且价位比较“平易近人”，每斤
售价在十几块钱，甚至10块钱就能买
到4个100克的月饼。在大润发超市购
物的市民范先生告诉记者，他女儿一
走到月饼区就拔不动腿，而且今年月
饼价格不贵，所以他每次来超市就给
女儿买点儿月饼。

记者了解到，今年月饼的新口味
不太多，仍然是以五仁、椰蓉、香芋、豆
沙、肉松等为主，个别糕点屋虽然推
出了一两款新口味的月饼，无非也是
在原来的馅料基础上加了奶酪、草莓
等，然后起了个新名字罢了。也有个
别茶叶店将茶叶的味道融入月饼馅
料，这算是今年比较有卖点月饼了。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烟台市场上
还没出现“豪华月饼”。现在超市主要
销售的仍是散装月饼，礼盒很少，南
大街沃尔玛超市19日第一天推出了礼
盒月饼。虽然糕点屋、茶叶店推出了
精美的月饼礼盒，但价位也相对合
理，最高的是499元一盒，但大多数在
200元之内。振华购物中心的一位导购
说，由于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现
在市民对月饼的热情还算不太高。

一斤香菜30元

能买两斤多猪肉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李静)

“香菜30块钱一斤？太贵了吧！猪肉才
13块钱一斤，买两斤猪肉的钱也买不
来一斤香菜，看来我这几天只能吃肉
了。”家住芝罘区的王先生得知香菜
价格飙涨，直呼很无奈。记者走访港
城各大农贸市场和超市发现，市场上
的香菜价格每斤在20元到30元钱。业
内人士分析，现在香菜价格高，主要
是受高温、多雨天气影响，供应量大
幅减少所致。

19日记者走访超市发现，在大润
发，香菜每斤标价23 . 8元；在南大街一
家振华量贩超市，香菜每斤卖30元；在
农贸市场上，香菜的价格每斤在30元
左右，而每家商贩的进货量都不大。

在芝罘区红利市场，记者找了多
家摊位也没有看见香菜的身影，在记
者询问商贩时，旁边的市民告诉记
者，“别找了，整个市场我都找遍了，
根本就没有卖香菜的。”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香菜价格
高，属于季节性上涨。去年这个时候，
香菜价格在每斤10到15元左右。而今
年达到了每斤30元，这主要是受今年
的特殊天气影响。前段时间，连续的
高温多雨天气，使香菜大幅减产，市
场上香菜供应量大幅减少，价格飙
升。预计在中秋节前后，香菜价格可
以恢复正常。

价格过低的大闸蟹可能是冒牌货
“去年这时候，大闸蟹礼

券已经卖得很火了，但今年就
不行了。”谷雨在南京主要经
营固城湖大闸蟹，提起今年的
行情，他感慨道，“现在大闸蟹
还没有大规模上市，但行情不
好是一定的。”据谷雨估计，今
秋的大闸蟹价格战会更激烈，

“零售价格可能会下降10%左
右，用来送礼的大闸蟹行情也
许会更差。”苏州蟹之家阳澄
湖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

东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
协会的常务理事，据他介绍，
受今年高温天气影响，大闸蟹
出现不同程度的减产，供应量
减少，这可能会对市场有一定
刺激。

在蟹老板对今年的行情
集体唱衰时，网上各家电商早
已提前打响了大闸蟹价格战。
19日，记者浏览淘宝网发现，
网上蟹券的价格普遍在200元
左右，有些品牌的大闸蟹99元

就能买到6只。一位大闸蟹经
销商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为了提前抢占市场，今年公
司主要走薄利多销的路线。”
但王海东提醒说，对于网上的
低价蟹券，消费者一定要谨慎
购买，“虽然今年大闸蟹价格
有可能下调，但正宗的阳澄湖
大闸蟹价格变化不会太大，价
格过低的产品，很可能是冒牌
货。”

本报记者 代曼

天天儿儿太太热热，，待待上上市市的的海海参参化化成成水水
今年持续的降水和高温天气使池养海参遭“灭顶之灾”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李
娜 ) 今年这个夏天对烟台大
部分海参养殖户来说是黑色
的。7月持续的降水和8月的高
温致使莱州、蓬莱、海阳、牟平
等地的池养海参陆续化皮死掉
了。忙活了三年，眼看着秋季就
要上市的海参化为乌有，养殖
户们欲哭无泪。受此影响，莱
州、蓬莱等地的不少养殖户损
失在100万元以上。

“池里原来有一万多斤海
参，春天价低我没舍得卖，现在
都死了。”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叶
家村的海参养殖户老叶惋惜地
说道。本来，他的这些海参能卖

100多万元，现在一下子全死没
了，他的妻子整天为此抹眼泪。

几天前，老叶听村里人说
“海参可能化了”，他赶紧找潜
水员下水去看看自家的海参怎
么样。潜水员上来后说，“池子
里见到的海参寥寥。有些海参
把肠子吐出来了，只剩下皮了，
还有一些已经化成水不见了。”
老叶说，他家的这些海参有一
万多斤，今年春天本来可以上
市，因为当时价格低，他没舍得
卖，但这些海参现在基本上全
死了，他真是一肚子的苦水无
处诉说。记者了解到，蓬莱、海
阳、牟平等地的海参养殖户，今

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造成养殖海参大面积死亡

的正是7月份的连续降水和之
后的酷热天气。“7月中下旬一
直在下雨，养殖池里进了很多
淡水，之后的半个月每天都是
高温，参池中的水最高达到
33℃。”老叶说。

据了解，海参的生长速度
很慢，从参苗开始养殖，一般三
年后才能上市销售。海参在10-
18℃的水温下，生长速度较快，
水温20℃以上时基本停止进
食，进入休眠状态，水温达到
30℃，海参就非常危险了。

16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

厅渔业处发布《山东省刺参高
温灾害应急防范措施》指出，刺
参死亡、化皮主要是极端天气
导致水环境异常变化造成，不
属于爆发性病害。养殖户可适
当投放增氧剂、底质改良剂及
抗应激类制剂等，切勿投放抗
生素类药品。

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和烟台
市水产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已经
在各个县市区进行调查和技术指
导，具体损失还没有统计完毕。渔
业专家提醒海参海参养殖户，为
了防止高温天气对海参造成更大
的的损失，养殖户可以根据具体
情况对现存海参进行捕捞。

专家提醒

烟台市区内的一家大闸蟹专卖店现在还没开门营业。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振华量贩超市内，香菜卖到了每
斤30元。 本报记者 李静 摄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李
娜 通讯员 柯可 文松 )

又到了吃梭子蟹的时节，烟台
市场上的梭子蟹也逐渐多了
起来，现在，25元-35元一斤的
外来梭子蟹占据了烟台市场。
拥有国家地理标志的莱州梭
子蟹，因产量少，在港口就被
预订一空，很少能出现在烟台
市民的餐桌上。

“蟹子包肥，便宜卖了。”
在烟台红利市场，卖梭子蟹的
摊位比一周前多了不少，价格
也很亲民。最好的母梭子蟹35

元一斤，公蟹子30元一斤，个头
小一些的25元一斤，和去年相
比，今年市场上梭子蟹价格偏
低一些。

记者从莱州三山岛的渔
民那里了解到，给大型酒店供
货的商贩和渔民都达成了协
议，只要有梭子蟹上岸，渔民

都会卖给酒店，一般不会卖给
小商贩在市场销售。

卖梭子蟹的商贩房先生
说，“真正的莱州梭子蟹在港
口就卖100多元一斤，市场上根
本见不到。30块钱左右的梭子
蟹，都是外地的。”他已经做了
10年海鲜生意，最近五六年就
没卖过本地梭子蟹。

说起今年梭子蟹价格偏
低，房先生说，这主要是因为
江浙一带梭子蟹大丰收，不
过，丰收的梭子蟹到了市场上
价格也不低。

“现在在码头收鲜鱼，也能
碰上一些梭子蟹，这在以前可很
少见到。”经常去养马岛收海鲜
的老于说，本地梭子蟹曾一度绝
迹，现在看来又好一些了。

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渔
业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由于
过度捕捞和海洋环境的破坏，

蓬莱以东几乎见不到梭子蟹
的踪影。莱州湾是烟台梭子蟹
最多的地方，这个区域每年都
会进行梭子蟹的增殖放流。从

去年开始，除了莱州、招远、龙
口之外，蓬莱、海阳、莱阳等地
区都投放了梭子蟹蟹苗，并有
了一些成效。

市场上的梭子蟹几乎都来自外地

相关新闻

烟台市场上梭子蟹一斤30元左右，多来自外地。本报记者 李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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