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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菜从一周前22元/斤
降到约3元/斤

——大宗蔬菜价格走势平
稳，小品种叶类菜价格有明显
下降

凌晨五点半，天还未亮，北京新发
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灯火通明，来来往往
的货车上货下货，人群熙熙攘攘，一派
忙碌景象。这里是北方乃至亚洲交易规
模最大的专业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天数
以万计的农产品在这里交易集散，成为
连接农户与城市居民的纽带。

“今天刚送出去500斤的货，”蔬菜批
发商王先生一边从货车上卸货一边说，

“每天能送多少没个准儿，市场行情好了
就多一些。但有的时候也没辙，前段时
间菜价涨的厉害，主要是没货。”

在新发地卖了几年蔬菜的张大爷表
示，今年菜价普遍比去年高一些。“像这
个蒜苔，批发价 5.5 元一斤，去年最多 3
元。”张大爷拿起摊边的蒜苔，指着手边
的茭白说，“这一袋11元钱，拿到外面零
售价卖的话，能翻两倍都不止。”

根据国家统计局新发布数据，今年8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 2.3%，
涨幅比 7 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其中蔬菜
和猪肉价格上涨比较多。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
示，7、8 月份全国大范围的雨水、部分
地区的台风给蔬菜的生产和运输带来一
定的影响，供不应求导致蔬菜价格出现
一定波动，进入9月份，短期因素影响消
失以后，再加上蔬菜的生产周期比较
短，蔬菜的供应能够跟上，蔬菜价格大
幅上涨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9月份已经过半，记者了解到，这一
周蔬菜的价格明显比上月有所下降，许
多 8 月份的高价菜的菜价基本都已回
落，且回落幅度多在 50%左右，价格渐
趋稳定。

蔬菜中间批发商张先生对整个新发
地市场的蔬菜价格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
解。他告诉记者，前两个月因为下大
雨，许多青菜收不上来，譬如小白菜，

价格最高的时候卖到一斤3元多。现在小
白菜价格便宜了，一斤只卖1元，一天生
意好的话能卖 3000 斤左右。“你看那香
菜，一周前外面都涨到一斤 22 元了，现
在又降到两三块一斤。还有菠菜，最贵
的时候 9 元一斤，好在本地菠菜下来了，
现在价格降了一半了。”

根据新发地市场官网发布的本周
市场最新动态，蔬菜批发的加权平均
价的走势基本稳定，小幅波动。大宗
蔬菜的价格走势平稳，导致菜价整体
保持稳定；小品种的叶类菜价格出现
比较明显的降幅；夏季冷凉地区的气
温本周明显下降，导致冷凉地区的蔬
菜 生 长 速 度 缓 慢 ， 有 可 能 提 前 退 市 ，
价格有所上升。

专卖蒜黄的王先生表示，蒜黄这段
时间便宜很多，前两个月批发价每斤8元
左右，现在则回落到每斤 4 元多。“市场
是什么？市场就跟大海的波浪一样，高
起高落！”西兰花菜商牛先生说，“这段
时间所有的蔬菜价格都落下来好多。前
一个礼拜西兰花还卖 3.5元一斤，现在就
卖 1.5元。销量也没准儿，都是根据市场
走的。”

猪肉价格“上蹿下跳”
——今年以来猪肉价格一

直走低，近两月突然出现较大
波动，有所上涨

今年猪肉价格一直走低，但近两月
突然高涨。上周，猪肉价格“上蹿下
跳”。新发地市场的本周市场最新动态
显示，9月14日，新发地市场白条猪的批
发平均价是 9.58 元/斤，比 9 月 7 日的 9.2
元／斤上涨4.13%；比8月14日的9元/斤
上涨 6.44%；比去年 9月 14日的 8.9元/斤
上涨7.64%。周环比、月环比、年环比大
幅上涨。上周猪肉最高价出现在周前
期，最低价出现在周中期，但是到周后
期又有所反弹，所以说上周的肉价是上
蹿下跳。

据介绍，一方面，猪肉价格波动较
大是因为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猪瘟，猪肉

的供应有所减少。
8月份以来，我国有个别省份出现过

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疫情扩散最有效的
途径除了即时扑杀及无害化处理以外就
是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而严格管控毛
猪活体运输就是严格的防控措施之一。

近期毛猪活体运输受到严格管控，
北京的屠宰厂只能收购北京自产的毛
猪，河北的毛猪不能进京，其他省区的
毛猪也不能进入河北，使得近期白条猪
的价格一直起伏不定。新发地猪肉交易
市场的杨先生介绍，现在猪肉的价格最
高卖到 13 元一斤，前两个礼拜也就 9 元
一斤。“外地的猪进不来，北京的猪又不
够，供给少了价格自然就抬高不少。”

猪肉价格上涨还因为临近中秋，居
民对猪肉的需求量变大。

家住北京丰台的李奶奶推着购物车
来新发地猪肉市场选购过节的猪肉，她
告诉记者，快中秋了，家里人口多，虽
然最近猪肉价格涨了不少，但还是要买
够过节用的肉。“中秋节难得一家人团
圆，肯定要做团圆饭的。”李奶奶笑着挑
选猪肉，“价格是涨了些，但是为了过中
秋，也得把肉备好了。”

毛盛勇介绍，虽然由于疫情和过节
猪肉需求增加，导致猪肉价格上涨，但
同时，由于价格的上涨，猪肉的供应包
括生猪的出栏也会相应增加，如果没有
新的疫情发生，猪肉价格也不会出现大
幅度的波动。相关部门的监测也显示，
目前从母猪产能来看，没有下降趋势，
后期生猪的供应量不会减少，部分地区
生猪产能已经开始大幅度补栏，有助于
肉价稳定。

价格回落有喜有忧
——消费者希望低价，农

户盼着卖个好价，走势平稳利
于市场各方

蔬菜的价格较之上月回落不少，对
于居民和采买人员等消费者来说是个好
消息，但对于一些菜商和农户来说，却
是喜忧参半。

走进蔬菜交易市场，各类蔬菜琳琅
满目，不少采买人员和中间商围在摊前
将蔬菜搬运上面包车。旁边的特菜商大
姐告诉记者，这个时间已经人很少了，
人最多的时候是凌晨3时，那会儿这路都
挤得水泄不通。

蔬菜交易市场上，为了应对增加的
客户，所有的商户几乎半夜 12 时就已
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有些甚至24小时
常驻市场。一家超市负责采买的阿姨一
边将刚买的两箱鸡蛋搬上小三轮车，一
边对记者说：“这几天蔬菜价格降下来
了，进的货就多，我们超市的销量也增
加了不少。希望这个菜价能一直保持低
价，别再忽高忽低的，不然我们生意也
不好做。”

居民王阿姨则表示，对于老百姓来
讲，自然是希望物价越低越好。不然手
里钱再多，能买的东西也多不了，生活
质量没法提高。现在菜价降下来，自己
非常高兴。

可是价格的大幅降低，使新发地冬
瓜专卖农户吕先生忧心忡忡。“我的瓜
都是自己种的。”凌晨天气寒凉，吕先
生 躺 在 自 带 的 折 叠 床 上 盖 着 被 子 说，

“这种瓜就卖 1 元一斤，赔钱的！现在地
里价格跟市场价格都一样了，我们这冬
瓜根本不挣钱。”吕先生表示，不仅不挣
钱，冬瓜还卖不出去。“我24小时都在这
儿，你看，床都在这儿。没办法，卖不
出去啊！”

有同样担忧的还有丝瓜商李大姐。
她说，丝瓜和黄瓜这些瓜类农产品，降
价降得厉害。自己在摊前坐上一天，也
不一定能卖出去。“现在市场销售没那么
好。还有菜地，像冬瓜都是从河北进
的，北京少地了，成本也提高不少。”

对于 9 月蔬菜和猪肉价格的起落，
真正稳定还需市场调节。专业人士分
析，在市场的自发性调解下，猪肉受疫
情影响的价格上涨大约一个月后就能平
稳过渡，蔬菜价格在未来一个月内将基
本稳定，伴有小幅波动。毛盛勇分析，
造成 8 月份消费价格涨幅扩大的因素主
要是一些季节性的短期因素，这些因素
在未来几个月不会给价格上涨带来更大
压力。

中秋、国庆佳节临近，蔬菜和猪肉价格有何变化？记者前往中国北方最大的农

产品批发市场——

新 发 地 中 秋 问 价
本报记者 孔德晨

今年8月，部分蔬菜价
格一路飙升，一度有人说

“香菜吃不起”；年内价格原
来偏低的猪肉也突然上涨，
起伏不定……价格的较大波
动牵动着居民和农户。中
秋、国庆临近，正是消费旺
季，蔬菜和猪肉的价格表现
如何？9月16日，记者走进
中国北方最大的农产品批发
市场——新发地一探究竟。

东、中、西部和东北，
在中国经济版图上各自分量
如何？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
数 据 显 示 ， 改 革 开 放 40 年
来，中国区域发展总体协调
平稳。东部、中部、西部、
东北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1514 亿元、750 亿
元、726 亿元和 486 亿元，分
别增加到了 2017 年的 449681
亿元、179412 亿元、170955
亿元和55431亿元。东部、中
部、西部、东北区域地区生
产总值分别年均增长 11.4%、
10.4%、10.4%和 9.0%，呈现
出东部地区领跑、各区域均
衡发展的良好态势。

东部人均GDP接
近高收入国家

国 家 统 计 局 的 数 据 表
明 ， 东 部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迅
速，成为带动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增长的核心区和增长极。

东 部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于
2005 年 首 次 达 到 10 万 亿 量
级，并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6
年突破 20万亿和 40万亿整数
关口。2017 年，东部地区生
产 总 值 占 全 国 的 比 重 达 到
52.6%，比 1978 年提升了 9.0
个百分点。2017 年东部地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为11530
美元，已经接近世界银行定
义的高收入国家12736美元的
门槛。

东 部 地 区 依 托 沿 海 优
势，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巨
大作用。2017 年，东部地区
进出口总额为 33872 亿美元，
比1978年增长了434.2倍，占
全 国 比 重 由 37.7% 提 高 到
82.5%，高居四区域之首。

中部产粮占全国
三成，工业加速

中部地区经济实力显著
增强，工业拉动作用明显。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
中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按不变价格计算，2017年地区
生产总值相对于2006年增长了2.1倍，年均增速为10.8%。
其中，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5%，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
1.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中部地区作为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全国能源原材料
供应重点地区的地位更加巩固。中部地区粮食产量占全
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持续多年稳定在 30%左右。山西等
大型煤炭基地基本建成，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快速发
展，持续稳定保障全国能源供应。现代基础设施网络体
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建设了郑州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等一大批重大工程。

西部增速高于全国

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经济实力大幅提
升。2000 至 2017 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 17276 亿元增
加到170955亿元，占全国比重由17.5%提高到20.0%。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由 4948 元增加到 45522 元，从相当于全
国平均水平的 62.3%提高到 76.3%。2012年以来，西部地
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到8.9%，高出全国增速1.8个百分
点，使得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缩
小。此外，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建成了一大批重
点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得到显著加强，西部地区可持续
发展支撑能力不断增强。

东北正走出困境

东北地区全国粮食生产基地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
2017 年，东北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约 20%。
振兴东北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地区重点企业进行了大规
模技术改造，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东北地区
国企改革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国有资
本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2015年新一轮东
北振兴战略的启动，带动东北地区经济开始走出一度陷
入的困境。2017年，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 5.1%，比
2016年提高了2.6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合理利用区位优势，开创对外开放新格
局。2017 年，东北三省进出口总额达到 1487.5 亿美元，
比2003年增长了2.5倍，年均增长9.3%。

东中西部及东北差距缩小

数据显示，区域发展差距经历了一个由扩大到缩小
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沿海率先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
一马当先，保持领先地位。进入2000年后，随着西部大
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区
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看，各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差
距有所缩小。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84595 元、48747 元、45522 元和
50890 元，人均最高的东部和最低的西部之间的相对差
值，由 2003 年的 2.5 倍缩小到 1.9 倍。2012-2017 年，按
不变价格计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分别为 7.2%、8.0%、8.2%和 5.4%，中
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领先于东部地区，改变了长期以来
区域经济发展中东部地区“唱主角”的传统格局。

从城镇化率看，2017 年，四区域城镇化率分别为
67.0%、54.3%、51.6%和 62.0%，最高区域和最低区域之
间的差距，由 2000年的峰值 23.4个百分点下降到 15.4个
百分点，各区域城镇化率差距明显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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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交易市场，整齐码放的新鲜蔬菜供人们挑选。
本报记者 孔德晨摄

洱源在生态保护中精准脱贫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的洱源县地处洱海源头，是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

区，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洱源县将脱贫攻坚和洱海源头保护治理深度融合，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县贫困发生率从2013年的8.8%降至1.28%，实现了脱贫攻
坚和洱海源头保护治理“双赢”目标。

洱源探索“以湿养湿”模式，引导群众发展 1500多亩海菜种植，实
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洱海源头流入洱海的水质也大为改善。目
前，洱源绿色文明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深入人心，呈现出“新景新貌新
气象”。

图①为洱海岸边青年志愿者在捡拾垃圾。图②为洱海生态得到恢复，
吸引众多海鸥来此安家。 尚京云 尚耀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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