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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回落

北京盛福小关市场，12月22日上午10时，人头攒
动，买菜阿姨小推车的车轮声、商贩的叫卖声、卖肉
老板刀落在砧板上的“咚咚”声……各种声音交织在
一起，市民往来于商贩之间，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来到一家肉类专柜，张老板向记者介绍，普通五
花肉32元/斤，梅花肉27元/斤，这周猪肉价格略微上
涨。“我个人轻易不会涨价，上周别家梅花肉就卖到27
元了，我还是卖 26元。”张老板说，“但是这周进价就
涨了 5 毛，我不卖 27 元不行了。”问到近期最贵的价
格，张老板回忆是一个月前，梅花肉能卖到 32 元一
斤。“比最贵的时候已经下降很多啦，最近几天涨了一
点是因为快过节了，肉价微涨很正常。”同一个市场的
齐老板说，最近猪肉价格的回落主要受国家调控影
响，“没有国家调控，比如投放储备肉、补贴商户，肉
价未必能降到30元以下。”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菜市场内，一位卖肉的摊主介
绍，猪肉价格近期较为稳定，不存在网上流传的“吃
猪肉不如买牛肉”的情况，肉价已从 40多元一斤的峰
值降到了均价 20多元一斤。摊主说，养猪需要一定的
时间周期，眼下猪肉价格的回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
家的补助。“国家每个月会给我们3000元的补贴，这对
我们和居民来说都是一个重大利好。”有了这部分补
贴，摊主可以较好地应对猪肉价格波动。他介绍，这
几天猪后腿进价是24.5元/斤，售价也是24.5元/斤。同
一周，重庆市喜胜达综合农贸市场，姓胡的摊主介
绍，猪肉价格这两周保持平稳，价格在每斤29元左右。

猪肉价格虽然在回落，但周围饭馆的物价调整缺
乏一定的弹性。离国定菜市场500米的赣湘木桶饭老板
说：“上半年猪肉批发价涨到30元一斤的时候，18元一
份的包菜回锅肉上调了 2 元，现在猪肉进货价跌到 22
元一斤，但我们的售价还是20元。”这家餐馆每天猪肉
进货量是20斤，剔除掉边角料，20斤的肉大概有17斤
可以派上用场，而只有当猪肉的价格下跌到 10-15 元
一斤时，餐馆才会考虑将回锅肉的售价降回18元一份。

上海市民郭阿姨是国定菜场的常客。对她而言，
物价的变动，直接反映在餐桌上。郭阿姨反映：“猪肉
虽然贵但还是得买，不吃是不行的。”谈到对未来物价
的期待，郭阿姨表示，猪肉价格降到 20元一斤是比较
理想的价格，高峰期的 40多元还是给普通居民带来了
一点压力。

“菜价稳定，个别起伏是正常的”

相比猪肉，近日蔬菜的价格相对平稳，略有轻微
上浮。

据分析，菜价稍有上涨，一方面是由于节日临近，采
购商积极备货，数量加大，拉动主产地价格上涨。

上海国定菜市场蔬菜摊的相阿姨从事零售生意已
有 25 个年头。“最近白菜和萝卜最便宜，而且还在降
价。上周1块5的白菜，这周降到了1块2。”相阿姨介
绍，除了白菜售价下跌，大部分蔬菜的售价基本持
平，只有笋类食品和豌豆价格出现大幅变动，像冬笋
上周的售价是25元，而这周整整涨了10元。不过，相
阿姨认为这是正常现象。蔬菜的价格受季节影响大，
有些时令菜、上市期短的菜如冬笋，相对稀缺，价格
就会往上涨。她分析，随着元旦和新年的来临，部分
菜价有可能会上浮。而在开春之后，售价会逐渐下跌。

另一方面，极端天气也是影响菜价的一大因素。
“菜价其实不好说，没准儿，一天一个价格，起伏

都很正常。”北京盛福小关市场内，卖菜的摊主王老板
说，“你看那菜花，上周还是 6 元一斤，现在降到 5 元
一斤了，有的时候价格一夜之间就变了。”谈及原因，
王老板认为天气变动是主要因素。“南方一下雨雪，有
些南方菜就运不过来，天气寒冷菜的产量也少，影响
价格。”

不同品种在全国各地菜价有所差异。黄心土豆，
在北京为 5元 3斤，在上海则高达 3元一斤；北京本地
茄子仅 4.5元一斤，但在重庆却每斤 7元；西红柿的价
格各地大致一样，保持在6元一斤左右。北京盛福小关
市场的钟老板告诉记者，蔬菜产地决定了价格，有些
蔬菜南方产量高，在南方卖得便宜，在北方就要贵上
两三元；有些蔬菜北方是主产地，南方就会高卖。

北京新发地市场统计部负责人刘通介绍，进入冬
季以后，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蔬菜大部分是反季节的，
而反季节蔬菜会随着节日临近、需求放量而拉动价格
上涨。就北京地区来说，每年春节前后是1年中的蔬菜
价格高点，新发地市场春节前后的加权平均价一般会

达到 3.5 元/公斤左右，有的年份会更高一些，今年这
种趋势也不会例外。目前的价格只是在2.25元/公斤左
右，所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春节前后，是北京地区
蔬菜价格稳步上涨的时间段。

鸡蛋出现“迟来的下降”

近期鸡蛋价格仍处于高位，但相比前几周已有明
显下降。根据北京新发地发布的每周市场动态数据，
12 月 14 日至 20 日这一周，鸡蛋价格在周前期连续回
落，周后期走势平稳。12月20日，新发地市场鸡蛋的
批发价是 4.20 元/斤，比 12 月 13 日的 4.73 元/斤下降
11.21%，比 11月 20日的 4.52元/斤下降 7.08%，比 2018
年 12 月 20 日的 4.05 元/斤上涨 3.70%。周环比大幅下
降，月环比明显下降，年同比小幅上涨。上周末年同
比上涨22.54%，本周同比涨幅大幅收窄。

在上海国定菜市场，卖鸡蛋的摊位有两个，李先
生是其中之一，他的门店摆上了 8种不同价格的鸡蛋，
每斤售价从5.8元到18元不等。最便宜的洋鸡蛋，来自
吃饲料的鸡，由附近餐馆大批量订购，而最贵的崇明
初产蛋价格是18元。李先生说：“鸡蛋价格上涨，买鸡
蛋的人肯定不会高兴，但养鸡的农户还是希望价格不
要忽然掉下来，农户也不容易啊。”

北京盛福小关市场内卖鸡蛋的黄阿姨介绍，普通
鸡蛋是5.5元一斤。而同一天，重庆市场上鸡蛋则高达
7元一斤。“鸡蛋不便宜，但是鸡蛋不能不买。”来买鸡
蛋的刘阿姨感叹，“希望鸡蛋价格再降一点，老百姓也
好安心。”

刘通介绍，近期鸡蛋的销售正常，供应量充足，
需求相对平稳。鸡蛋价格受期货市场影响较大，目前
现货市场价格已经按照期货价格在高位运行了很长时
间，本周到了不得不降的时候。这种下降是“迟来
的”，网络报价终于有“兜不住”的时候了。他分
析，尽管 12 月 14 日至 20 日这一周降幅较大，按照鸡
蛋的产能，价格还可以更低一些，下一步估计会稳中
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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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粉，不仅做成了
俏销各地的“网红”，还成
了“农民脱贫致富的好帮
手”。短短 5 年间，预包装
的广西柳州螺蛳粉，已从
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美食，
成长为年产值约 60 亿元的
大产业。广西柳州还用工
业化思维推动螺蛳粉产业
一二三次产业发展，带动
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螺蛳壳里做道场”，
柳州用螺蛳粉做出了一篇
大文章。

借螺生财，
鼓了农户钱袋子

螺 蛳 粉 产 业 高 速 发
展，对相关配料农产品需
求量急剧增大。“作为螺蛳
粉产业的辅料，需要大量的
酸笋、螺蛳、酸豆角、木耳、
腐竹等原材料，我们通过积
极发展螺蛳养殖及竹笋、豆
角、木耳种植，满足产业发
展需求，带动农民脱贫致
富。”柳州市农业农村局局
长曾和平说。

“种出来的豆角全部由
白沙酸厂收购做酸豆角，
价格低于行情时，还有保
底收购。”柳州市鱼峰区白
沙 镇 新 安 村 村 民 陈 启 福
说。新安村是柳州螺蛳粉
产 业 核 心 示 范 区 豆 角 基
地，陈启福种植了 7 亩豆
角 ， 亩 纯 收 入 达 到 4000
元，实现了脱贫。

在白沙酸厂的酸笋腌
制区，数十个腌制酸笋的
食用塑料桶装得满满的。
白 沙 酸 厂 总 经 理 黄 彦 志
说，酸厂采用山泉水和企
业特有的“老酸水”即乳
酸菌结合来腌制酸笋，味
道很好。黄彦志是土生土
长的当地农民，2016 年投
身螺蛳粉原材料加工，“没
想到螺蛳粉产业发展这么
快，我们的产品一直供不
应求，今年产值超过1400万元。”黄彦志说，为保证原料来
源，白沙酸厂发展了6000多亩豆角基地，引进新品种种植
了 3000 多亩竹笋，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合作建立“扶贫车
间”。“我们与里雍镇那六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采取提供
种子、保底收购的方式合作，收购大量豆角。”

今年，该厂共收购了500多万公斤豆角。在此带动下，
当地里雍、白沙两镇 12 个村 900 余户农民，包括建档立卡
户300多户，成为其原材料供应商。

以螺为媒，趟出脱贫新路子

柳州建起螺蛳粉产业园，目前已入驻23家企业，每日
生产需要米粉 31 吨、酸笋 23 吨、豆角 18 吨、腐竹 10 吨。
大量的原材料都由上游提供。基于这一产业特性，柳州运
用工业化思维，延长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柳南区太阳村镇在螺蛳粉龙头企业带动下，一个拥有
种 （养）、加工、生产、销售的完整产业链的螺蛳粉特色小
镇正在发展起来。“过去种 10 亩桉树林 5 年才收入 4 万元，
现在依托螺蛳粉小镇建设，我种竹子卖竹笋，一亩地一年
就有近 3000 元收入。”柳南区太阳村镇村尾屯农户杨培忠
说，今年初他把家里的桉树林全都换种上了甜竹苗。

据统计，螺蛳粉产业发展已带动就业超过5万人。依托
螺蛳粉产业发展，当地还走出了生态扶贫、旅游扶贫之路。

柳南区在太阳村镇打造了“万亩竹海”公园，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休闲观光。日前，柳南区举办螺蛳粉小镇文化
节，举办音乐节、嗍螺大赛、百螺宴等活动，6 万多人参
加。在三江、融水等地，通过种植竹林，竹林养鸡、竹荪
种植、竹鼠养殖等林下经济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高山清泉，适宜养螺，螺蛳粉产业的“外溢效应”还
惠及苗山侗寨的少数民族群众。大苗山深处的融水苗族自
治县拱洞乡积极引导农民在稻田套养田螺增收。“种稻养螺
都有收益，还有政府的产业补助，我们信心更足了。”通过
种稻养螺，拱洞乡高武村村民韦腰科今年脱了贫。拱洞乡
经过3年发展，养螺面积今年已经突破6000亩，成立了6家
养螺专业合作社，带动2160户农户，其中1673户贫困户参
与田螺养殖。

依螺发展，实现产业化发展

高质量的螺蛳粉需要高质量的产业基地，柳州通过定
标准、做品牌，引导螺蛳粉企业与产业基地联合，推动螺
蛳粉原材料标准化生产，改变柳州农村传统的一家一户生
产模式。

“按照柳州市一天产销170万包螺蛳粉计算，一天要消
耗8万公斤酸笋、80吨螺蛳等原料。”柳州市委副书记、柳
州螺蛳粉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梁旭辉说，螺蛳粉原材料
需求量巨大，螺蛳粉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确保原
材料绿色、优质、安全，培育一批原材料的种养殖示范基
地是必然选择。

目前，柳州正推动酸笋、酸豆角、木耳等相关产业生
产模式工业化、质量模式标准化、管理模式现代化。在螺
蛳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农民在参与螺蛳粉工业发展的链
条中收入有了持续保障，实现了稳定脱贫增收。通过产业
基地建设，广西螺霸王食品有限公司等螺蛳粉生产企业已
将建立螺蛳粉原料可追溯体系纳入计划。

“在农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以
农业现代化为支撑，通过规模化、产业化种养，实现农民
稳定增收，让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梁旭辉说，柳州
正在致力于将螺蛳粉打造成为“双百亿”产业，即袋装螺
蛳粉的产值超过100亿元，原材料等附属产业也要超过100
亿元。按照这个目标，柳州将加紧打造一批螺蛳粉原材料
基地，并以螺蛳粉产业为示范引领，推动农业规模化、产
业化发展。

临近元旦、春节，肉蛋菜供应是否充足、价格是否稳定？记者探访京沪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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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显示

更多央企建立海外培训基地
本报记者 邱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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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无疑是今年
的年度热门话题，短短几
个月猪肉价格翻了一番。
最近，价格有所下降，受
到居民欢迎。不过，临近
元旦、春节，历来是肉类
消费高峰，价格会不会又
涨起来？供应是否充足？
肉价之外，蛋价、菜价怎
么样？近日，本报记者探
访北京、上海、重庆3地
农贸市场，实地了解农产
品供应及价格情况。

上图：上海杨浦区国定菜市场内，蔬菜琳琅满目。
左图：北京盛福小关市场出售的鸡蛋。

12 月 23 日，甘肃张掖大众冰雪节暨山丹旅游文化活动
启幕。2000多名冰雪运动爱好者进行滑雪表演、雪地拔河等
冰雪活动。图为小朋友在山丹佛山滑雪场上滑冰。

王 将摄 （人民视觉）

冰雪节上冰雪节上
欢乐多欢乐多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社科院发
布 《中 央 企 业 海 外 社 会 责 任 蓝 皮 书

（2019）》。蓝皮书显示，将中国国内培训
师送到国外项目进行培训和建立海外培训
基地的中央企业均呈现上升趋势，中央企
业海外员工培训进一步属地化、长效化。

根据蓝皮书，2019年84%的中央企业运
用内部“帮传带”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
65%的中央企业把培训作为促进当地产业发
展的助推剂，积极聘请当地专业培训机构
或培训人员进行培训，60%的中央企业把当
地员工送回中国国内培训。83%的央企向海
外经营相关方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及人员交
流，54%的央企向海外经营方进行技术援
助，54%的央企通过合营公司进行合作生
产，27%的央企在东道国设立研发中心。
82%的中央企业积极投身当地社区文化建
设，比2018年上升8%。与2018年相比，除
以文化交流形式为当地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外，中央企业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教育与健康服务、开展当地居民职业培
训、参加当地志愿活动等多个方面均有较
大上升，表明中央企业在海外运营过程中

对当地社会发展作贡献的形式越来越多
样。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主
任聂向阳介绍，2019 年，中国华电积极践
行“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境外投资、工
程承包、技术服务、国际贸易四轮驱动，
造福各国人民，目前中国华电海外在建在
运装机403万千瓦，累计为东道国提供上万
个就业岗位，同时培训了大量当地员工。

国务院国资委科技创新和社会责任局
副局长张晓红指出，2019 年，中央企业在

“走出去”过程中更加注重履行社会责任，
同时不断完善环境管理制度，持续加大环
境保护的投入，积极探索创新节能减排降
碳的技术，把绿色发展的高标准、严要求
转化为企业海外发展的竞争力。蓝皮书显
示，2019年，83%中央企业已要求海外业务
开展环境评估，其中60%的央企已建立相应
机制，23%的央企正在制定相应的机制，两
项数据较2018年均呈现上升趋势；89%的中
央企业积极参与当地生态系统保护，48%的
中央企业支持物种迁地保护，10%的中央企
业推动构建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三者均
比上年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