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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粮油价格基本稳定，蔬菜、鸡蛋价格回落——

节前市场探物价
本报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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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产机组发电量已超过440亿千瓦时——

白鹤滩水电站左岸机组全部投产

国庆临近，正是消费旺季，市场供应是否充足？菜
价、肉价、蛋价表现如何？各地采取哪些措施稳物价？本
报记者近日探访了部分城市的农贸商超。

蔬菜鸡蛋价格总体平稳

9月26日早晨7时，广东省汕头市华达隆新陵海市场已
是人来人往。这是当地较大的菜市场，汇集各类蔬菜、肉
类及肉制品、鸡蛋、当地小食与面食等，摊贩叫卖声与居
民询价声交织，烟火气满满。

李老板的鸡蛋摊前，家住附近的张阿姨正在犹豫：走地
草鸡蛋7.5元/斤、正大鲜鸡蛋7.9元/斤、乌鸡鸡蛋8元/斤、普
通鸡蛋 6.5 元/斤……“种类太多，不知道选哪种好。”张阿姨
说，“平时都是我老头子出来买菜，今天他去给儿子帮忙了。
这些鸡蛋价格倒也相差不大，但整体上似乎涨价了。”

李老板告诉记者，近一个月来鸡蛋价格浮动变化较大。8
月 22日，一件鸡蛋（30打鸡蛋为一件）226元，9月初一件 252
元，现在大约稳定在这个价格。“整体来看，全品种鸡蛋均价
大概在6.5元一斤至8元一斤左右浮动。”李老板说，“我家卖
得最贵的是乌鸡鸡蛋，营养价值高；但卖得最好的是这种走
地草鸡蛋，价格居中，味道鲜美。”在李老板的推荐下，张阿姨
最终挑了两斤半的走地草鸡蛋。“快到国庆节了，女儿要回家
来。她最喜欢吃我做的水蒸蛋，我得提前备好。”张阿姨说。

“假期临近，蔬菜和鸡蛋的价格整体感觉略有上涨。”深
圳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平时常去蔬菜批发市场买菜，蔬菜
均价约为 2 至 3 元。“西蓝花、四季豆等价格会更高一些，每
斤 4 至 5 元，居民区附近的街市会更贵一些，大概贵 20%到
30%。”张先生说，“除了假期临近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受天气
情况影响较大。多刮几次台风，菜价能涨一倍。”

汕头市的邱先生说：“市场蔬菜价格每日都有变动，浮
动幅度约为 1%到 3%。”他告诉记者，受气候、季节及收成影
响，蔬菜价格会突然大幅增加，也属短期的正常现象。

在北京幸福荣耀生鲜超市，西蓝花价格为 5.8 元/斤。
“最贵的应该是乳黄瓜，13.8 元一斤。”超市理货员王女士
告诉记者，“其余的如小油菜、圆生菜、圆茄子、西红柿、苦
瓜、黄瓜等消费者常买的蔬菜，都是三五元一斤。前阵子中
秋节过后，蔬菜价格有明显回落。近一周，蔬菜价格略涨，
但涨幅不明显，不到 1 元一斤，总体比较平稳。”

根据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每周市场动态，9月10日至9月
17日这一周，蔬菜的价格降幅比较明显。新发地统计部负责
人刘通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前期价格过高，为菜价下降预
留了较大的空间，一方面也因为近期的气象条件比较理想，
有利于蔬菜的生长。后期，随着秋季蔬菜的相继上市，价格还
有一定的下降空间，菜价有可能就此进入季节性下降区间。

肉价略微上涨

天气转凉，加之国庆节即将到来，北京的不少消费者
开始“贴秋膘”了。近期，全国各地肉价如何？

9 月 25 日，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猪肉五花肉约为
32.8元/斤，前尖肉 24.8元/斤，纯排骨 39.9元/斤。“我家平时
经常购买的黑猪肉大约在50元一斤，价格变动不大。这周猪
肉价格涨了点，但总体在能接受的范围内。”来买菜的徐女
士说，“天气转凉，除了猪肉之外，我还打算多买些牛羊肉，
在家涮肉吃。”

在深圳，五花肉价格约为20元一斤，与北京相差较大。“近
一个月肉价应该是受到猪周期影响，略微有些上涨。”张先生
说，“如果后续还会涨价且价格较贵，我会选择购买牛羊肉。”

在上海，综合家乐福超市、卜蜂莲花超市、东安农贸
市场、密云农贸市场等多家市场价格，猪肉五花肉均价为40
元左右一斤。在汕头，五花肉分外地进场猪肉和本地澄海
地区猪肉，价格略微不同。“以本地猪肉为例，一个月内价
格从14至15元一斤上涨到了18至20元一斤，涨幅约为10%
到20%，外地猪肉略低一些。”邱先生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
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9月中旬与9月上旬相比，30
种产品价格上涨，17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
格为 23.7元/千克，环比上涨 0.9%。此前数据显示，9月上旬，
生猪（外三元）价格为23.5元/千克，环比上涨4.4%。

9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今年
以来，国内生猪价格经历了先跌后涨的过程，近期在每公
斤 22-24元区间波动；最近一周猪粮比价为 8.38∶1，处于
猪肉储备预案确定的6∶1至9∶1合理区间的上沿。

猪肉价格上涨原因是什么？
刘通分析，中秋节过后，尽管肉类消费短暂地进入淡

季，但是养殖场对猪价的预期并没有降温，猪价和肉价仍然
保持坚挺。

对于后期生猪市场供需和价格形势，近日，国家发改委
价格司多次组织有关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研判，各方分析认
为，目前能繁母猪、新生仔猪、育肥猪存栏量均连续回升，加
之天气转凉后育肥猪生长速度加快，以及企业冻肉库存处
于较高水平、绝大部分将在年内供应市场，因此今后一段时
间生猪猪肉市场供应有保障，价格难以持续大幅上涨。

9月以来，截至27日，商务部已会同国家发改委进行了3
次中央储备肉放储，部分省份也同步进行了储备肉的放储动
作，预计本月放储量达到20万吨。“这释放出比较明确的信
号，即肉价不具备大幅上涨的条件。”刘通说，“此前，毛猪
生产一直是靠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此轮市场
上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也参与调节，就是为了‘削峰填
谷’，防止肉价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这是对养殖业健康、
稳定、均衡发展的有力保障。”

保供稳价不放松

“我当然是希望菜价越低越好啦。”张先生说，“快要过节
了，菜价肉价有所上涨是正常的，只要别一直涨就行。”

李老板则希望鸡蛋价格稳定在现有水平。“总是涨涨落
落，我们农户心里也没底。”李老板说，“后续蛋价不要‘大跳
水’就好，我觉得稳中有升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事关群众基本生活，是一项十
分重要的工作。”孟玮说，“国庆节临近，蔬菜、猪肉等重要民
生商品需求趋旺，叠加国内疫情多点散发、部分地方出现强
降雨天气等不利因素，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面临一
定压力。”

稳物价将采取哪些措施？
孟玮表示，国家发改委将在紧盯蔬菜、猪肉等重要民

生商品市场供需形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压实“菜篮子”市长负
责制，督促指导各地采取加强生产、投放储备、市场监管
等多种方式，切实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一是指导各地紧抓蔬菜生产、加强产销衔接、畅通运
输配送，保障终端市场“微循环”顺畅、市场供应充足。采取平
价销售、补贴流通销售环节、减免批发市场进场费等措
施，促进价格平稳运行。

二是及时投放中央猪肉储备，指导各地加大力度同步
投放地方政府猪肉储备，投放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保障生
猪猪肉市场供应和价格平稳运行。同时，指导各地适时投
放成品粮油、蔬菜、鸡蛋等储备，增加市场供应。

三是鼓励重点骨干企业坚持诚信经营、带头保供稳
价，协调有关部门严厉打击串通涨价、哄抬价格等违法违
规行为。

“从市场运行情况看，有关政策措施取得积极成效，近
期成品粮油价格基本稳定，蔬菜、鸡蛋价格回落，猪肉价格
总体平稳运行。”孟玮说，“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踪重要民生
商品市场形势，进一步压实地方主体责任，推动有关措施落
地见效，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为广大群众欢
度节日营造良好的价格环境。”

建 筑 墙 体 不
用水泥，而是以轻
型光伏墙体替代；
室内照明和温度
不需人工控制，楼
宇自控系统便可
实 时 调 节 …… 您
是否注意到，我们
身边的建筑正变
得越来越“清洁”
和“聪明”？

国 家 统 计 局
近日发布的《建筑
业高质量大发展
强基础惠民生创
新路》报告显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建筑业创新
驱动和绿色发展
持续发力。技术创
新引领产业转型
升级，建筑业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不
断 提 高 。与 此 同
时，中国绿色建筑
快速发展，建筑节
能改造有序推进。

“建筑领域是
我国能源消耗和
碳排放的重要领
域，同时也是我国
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重要力量。”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总工程师李如
生说。为促进建筑
领域节能减排，中
国加快打造绿色
建 筑 ，建 筑 产 业

“绿色”占比持续
提升。数据显示，
全国新建绿色建
筑面积从 2012 年
的 400 万 平 方 米
增长到 2021 年的
20 多 亿 平 方 米 。
2021 年，城镇新建
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达 84%，获得绿
色建筑标识项目
累计达 2.5 万个。
目前，全国共有 2134 个绿色建材产品获得认
证标识，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也使建
筑产业链拉长变宽。

推动建筑节能也是建筑领域降碳减排的
重要手段。据了解，在建筑领域全生命周期
中，不仅建筑生产过程使用的钢铁、水泥、玻
璃等属于高耗能材料，建筑交付使用后所涉
及的供暖、设备用电等也会造成较高碳排放。
推动建筑节能，不仅能降碳，还有利于提高居
民的生活质量。

李如生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
推进建筑节能，北方地区居住建筑节能标准
提高到 75%。到 2021 年底，城镇节能建筑已达
277 亿平方米。“从监测结果看，经过节能改造
的居住建筑，冬季的室内温度能提升 3 到 5 摄
氏度，夏季能够降低 2 到 3 摄氏度，提升了人
们居住的舒适度。”李如生说。

“中国建造”贴上绿色标签的同时，建筑
技术也不断实现突破创新。上述报告显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基建、冶金、有色、煤
炭、石油、化工、水电、水利、机械等建筑行
业布局逐渐完备；建造流程逐渐向上游勘探
设计和下游工程监理拓展；城市信息模型

（CIM）、建筑信息模型（BIM）、大数据、智能
化、移动通信、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
集成应用能力不断提升。一批重大建筑技术
实现突破，具有世界顶尖水准的工程项目接
踵落成，部分领域施工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标志着中国工程“速度”的高铁工程，
象征着中国工程“高度”的上海中心大厦，代
表着中国工程“难度”的自主研发三代核电
技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中
国建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彰显强大的
综合国力。

本报北京电（记者王浩） 记者从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获悉，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
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左岸机
组全部投产发电。

9月22日，白鹤滩水电站8号机组顺利通过
并网调试72小时试运行，正式转入商业运行，这
是白鹤滩水电站投产发电的第12台百万千瓦水
轮发电机组，标志着左岸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截
至目前，白鹤滩已投产机组发电量超过440亿千
瓦时。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
巧家县交界的金沙江下游干流河段上，共安装
16台单机容量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其中
1号至8号机组布置在左岸厂房，9号至16号机
组布置在右岸厂房。

白鹤滩水电站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的
单机容量世界第一，其研制、安装调试难度远
大于世界在建和已投运的任何机组。据了解，
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均实现了数字化智能
制造，采用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体系，实现了
一次安装完成、一次启动成功、一次试运行成
功，创下了多项水电行业新纪录。机组运行指
标优良，振动、摆度值约 0.06 毫米，仅为一根普
通头发丝直径大小。发电机三部轴承、定子绕
组 温 升 均 满 足 设 计 要 求 。水 轮 机 最 优 效 率
96.7%，居世界领先水平。

白鹤滩水电站全面建成投产后，将成为仅
次于三峡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生产的电
能主要送往华东地区，可有效提高该区域的清
洁能源比重，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消费者在广
东省汕头市华达隆
新陵海市场购买
鸡蛋。

邱传伟摄

白鹤滩水电站一景。 闫科任摄 （人民视觉）

今年以来，江西省赣州市重点打造绿色装
配式建筑产业，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的钢结
构绿色建筑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图为赣州市于
都县的一家钢结构企业生产车间内，工人在焊
接订单产品。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近日，居民
在河北省邯郸市一
家超市选购蔬菜。

李 昊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