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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全国生猪价格降13.5%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

布11月中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
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其中，
生猪（外三元）价格为每千克
34.6元，比11月上旬每千克降
5.4元，跌幅为13.5%。相比11
月上旬3.4%的价格跌幅，降价
幅度加大。

猪肉价格在本市情况如
何？从新发地市场获悉，上周
（11月16日至11月22日），新发
地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在周
前期快速上涨，周后期缓慢回
落。11月22日，新发地市场白
条猪批发平均价是19.0元/斤，
比11月15日的21.13元/斤下降

10.08%；比 10月 22日的 23.38
元/斤下降18.73%。周环比和月
环比均大幅下降。

新发地市场分析，由本周肉
价冲高回落的过程可以看到，进
入11月份以来肉价的下降是
“真摔”而不是“假摔”。肉价之
所以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主要

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政府8月份
以后出台了一系列保供稳价的
措施，这些措施逐渐显现了政策
的效力；产能逐渐恢复，对过高
的预期明显降温；对后期肉价上
涨的预期降温以后，毛猪的出栏
量增加，价格出现下降，屠宰厂
随意抬价的行为有所收敛；北方

多个省区毛猪产能恢复以后，肉
价继续走高的势头被压制；前期
过高的肉价对需求的抑制作用
明显显现，肉价逐渐回归理性，
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前期
惜售、压栏的毛猪体型过大，肉
质偏肥，已经到了不得不出栏的
地步。

受今年白菜供应量充足的影响，不
少企业计划将冬储大白菜供应期延长
十天到半个月，但不少农户却忙着把白
菜收进窖里，等腊月再卖。“今年白菜丰
收，供过于求，价格上不去，现在卖出去
也是亏。”河北玉田蔬菜种植户焦志利
说，初步计算，今年种的大白菜一亩地
亏400元钱，至于存进窖里的白菜腊月
能卖多少钱，“心里也没底。”

据了解，今年大白菜价格出现“低
谷”，地头收购价格不到两毛钱，市场批
发价格也创近年新低。实际上，这几年
农产品价格“大小年儿”在蔬菜价格方
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依据北京新发地
近5年的统计数据，几乎每种单品蔬菜
都上演过价格“过山车”行情。

收购价格低 菜农每亩亏数百元
11月13日，北京迎来入冬后第一

轮降温。记者跟随一家企业到河北玉
田抢收最后一批冬储大白菜，共 13
亩。菜主焦志利介绍，应该能砍收12
万斤左右，“每斤批发价0.18元，我还要
包砍菜的人工，再加上成本，每斤利润
也就剩下0.09元，哪怕按照1亩收1万
斤算，一亩地也要亏400元。”

焦志利是黄林村本地人，共租了50
亩地种菜，26亩地种白菜、24亩地种辣
椒，每亩地一年租金1000元，“白菜地
一年种两季，一季土豆，一季白菜。”

除了当天收割的13亩地种的是
“北京3号”大白菜，另外13亩种的是“6
零”和“二包尖”两个品种。“6零”卖得更
便宜，在地头以批发价每斤0.1元卖出
去的，刨去成本，每斤利润只剩下0.04
元。眼瞅着“北京三号”和“6零”都要亏
钱，焦志利舍不得卖“二包尖”了，他种
的7亩“二包尖”已全部收割，现在码在
地里盖上了塑料膜，准备入窖冬储，“进
腊月了再卖，能卖多少钱也不知道，兴
许比地头多一些，兴许还不如在地头卖
得好。”

焦志利表示，近4年大白菜行情都
不太好。2016年，大白菜拉到家里存起
来，最后卖每斤两毛四五，算一算还不
如在地头八九分钱一斤卖了。第二年，
每斤卖一毛八九，去年一斤卖两毛，后
来卖到一毛四。“今年刚开春儿的时候
白菜倒是涨了，那是因为窖里没菜了。
下半年农民又种多了，（卖不出去）好多
早菜都直接刨在地里不要了，一季白干
了。”

焦志利说，这么折腾几年，大家都
没积极性了，心里也很矛盾，大白菜在
地里卖不上价，要不拉到家里储一冬
天？但砍菜、运输都得雇人。所以有的

人不管贵贱能卖就卖，有的人还想存进
地窖再等等。

京津冀农产品行业联盟秘书长尹
作丰介绍，玉田县大白菜主要供应北
京、天津、东北等地，其中销售到北京市
场的占30%以上。以今年的行情，玉田
县大白菜菜农每亩地要赔300元到500
元，“今年玉田大白菜地头收购价在每
斤0.13元-0.14元，而农民种植成本在
每斤0.18元左右”。

玉田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技师李
长增表示，据统计，今年玉田16万亩大
白菜的总产量约在22亿斤左右，包括
居民熟悉的“北京三号”“天津青和黄心
菜”等，“今年玉田大白菜菜价走低，除
了因为蔬菜市场菜价低迷外，也与张家
口、山东等地区大白菜丰收且未能实现
时间错峰有关，市场饱和的状态下，玉
田大白菜很难卖上价。”

白菜入窖储存 近期价格略有上涨
物美集团果蔬采购负责人柳楠说，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冬储大白菜便宜了
30%左右，对于市民来说是好事儿，但
对于种植户来说，这么低的价格会打击
他们的积极性，“来年白菜产量减少，价
格有可能会涨”。柳楠做了近十年的蔬
菜采购，今年是他认为最艰难的一年，
“什么菜价格都上不去，去年同期西蓝
花一公斤12元，今年一公斤均价不到6
元；再比如大葱，往年从来没有低于1
元的时候，今年我们卖到了0.79元，成
本还能持平”。

“这两天大白菜批发价每斤0.36
元，刚刚涨一点儿。”北京新发地白菜批
发大户王勇志说，一周前，大白菜批发
价还在0.26元左右，“近期农民的白菜
都入窖了，供应量减少，所以价格涨了
一点。”王勇志说，之前白菜价格实在是
太便宜了，菜农都不愿意卖，“在地头批
发价每斤0.13元左右，刨去人工费，落
到农民手上的不到0.1元。”

王勇志直言，这几年白菜行情一年
不如一年，主要就是白菜太多了。以前
白菜主产地固定在河北玉田、唐山、秦
皇岛、固安，少量在河南。但这几年，山
东、河北、河南、内蒙古好几个蔬菜主产
区，一到这个季节都种白菜，“供大于
求，白菜自然卖不上价钱。”

“供大于求产生的富余产品会浪费”
从北京新发地市场了解到，近几

年，农产品价格“大小年”在蔬菜方面表
现得尤为明显。2015-2019年，多种单
品蔬菜都在上演价格“过山车”。举例
来说，大葱目前的批发价格每公斤1.2

元，近5年同期最低，去年的批发价每
公斤是2.4元。

新发地“大葱单品大王”毛勇习介
绍，去年山东寿光遭灾，夏天种的大葱
都被淹了，河北、东北大葱的种植面积
又不大，导致去年同季节大葱价格比较
高，净葱每斤能卖到1.2元，毛葱也能卖
到0.7元一斤。“别小看0.7元一斤，大葱
亩产1万斤，高的能到1.2万斤，一亩地
农民的种植成本不到2000元，这样一
亩地种大葱农民能赚到七八千块钱”。

毛勇习介绍，由于去年山东大葱供
应量不足，沈阳大葱、河北大葱价格也
水涨船高，今年农户就跟风种植，山东、
河北甚至河南、山西、内蒙古等地都种
上了大葱，种植面积比去年多了约五分
之二。今年风调雨顺，农业没有遭灾，
大葱供应量偏大，价格自然上不去。

不少新发地市场商户表示，蔬菜
“无灾价贱”成了普遍现象，今年蔬菜供
应量比往年都好，但从夏到秋，蔬菜价
格一直低迷，10月之前，菜价是近5年
同期最低的，很多品种蔬菜出现“卖难”
现象。进入11月，受到北京蔬菜供应
地由北往南转换的影响，部分蔬菜价格
出现上涨，但涨价之后的蔬菜价格仍处
于低谷。

有商户表示，蔬菜是时令产品，无
法在价低时购买贮存，菜价低时，蔬菜
需求量不会改变，供大于求产生的富余
产品最终会浪费；蔬菜供应能力不足
时，菜价暴涨还得让市民来承担。

农产品种植应让供求回归平衡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董事

长张玉玺直言，当前的蔬菜价格陷入一
个“怪圈”，即农产品丰产不一定丰收。
风调雨顺时，蔬菜供应量大、菜价低迷，
很多品种价格都在成本线之下，甚至还
会滞销，种植者损失惨重。他认为，现
阶段农民掌握的信息与市场信息不对
等，种植比较盲目，什么价格高种什么。

张玉玺建议把农民组织起来，走规
模化道路。“农产品种植应该让供求回
归平衡，而不是千方百计提高产量，产
量越高价格越便宜，农民就不挣钱。”同
时，农产品一定要打品牌，品牌代表质
量和种植者品德，有了好品牌以后，还
要会宣传，“好山好水出好果，好果还得
靠吆喝”。

毛勇习表示，相关部门应重视这个
问题，引导农民不盲目种植，同时持续
种植，“不要什么赚钱种什么，也不要亏
了钱就不种了，只有持续种植，有了规
模化，采购商才愿意购买，才能避免农
产品一多就滞销”。 （新京报）

本报讯 距离元旦还
有一个月的时间，商场里
不少餐馆已经早早挂出
了年夜饭预订的海报，各
大老字号的雅间也开始
了2020年元旦“跨年饭”
和鼠年除夕年夜饭的预
订，总体预订率已经超八
成。

今年过年时间早，市
民也是早早就开始预订
年夜饭。不少老字号的
雅间即使在平时的周末
和节日也需要提前多日
预订，除夕夜年夜饭的雅
间则更加抢手。记者获
悉，其实近一半的年夜饭
雅间早在去年的年三十
就已经都预订出去了。

“京城百姓有在今年
年三十的餐桌上就预订
下一年年夜饭的传统，大
概有三四成的老顾客都
会这么预订，所以每年我
们都会见到不少老面
孔。”砂锅居经理丛蕾说，
“现在店里年夜饭的雅间
预订率超过了九成。”除
此之外，鸿宾楼、同和居、
同春园、马凯餐厅、峨嵋
酒家、玉华台等不少老字
号也都在去年除夕就接
到了近一半这样的订单。

除了除夕的年夜饭，
元旦当天这顿“跨年饭”
也越来越受到市民的重
视。同和居、马凯餐厅、
萃华楼等不少老字号名
店里，提前半年就有消费
者着手预订，10月就开
始达到预订高峰。

“元旦当天的雅间最
早从今年7月就开始有顾客预订，现
在已经订了差不多八成。”曲园酒楼
经理马东梅说。记者了解到，砂锅
居、峨嵋酒家、烤肉季等老字号店里
每年也都会留下一部分散座不接受
预订，专门方便节日当天到店的消费
者就餐。

老
字
号
年
夜
饭
包
间
预
订
超
八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