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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语录
能自制的人就是最强有力的人。

——[古罗马]塞尼卡

7月18日周谷堆农产品价格
单位：元/5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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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板块
迎来投资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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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股将成
震荡行情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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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大蒜价格后期不会“大动”
一只蒜子下地到成熟，需要 8 个月的时间，其中需要人工

费、化肥费、运输费，种蒜的（蒜农）只能保本。而一位业内人士

向记者透露，受去年大蒜价格过高的影响，今年市场上大蒜过

多，所以蒜农和菜贩同样赚不到钱。

而根据他的预计，近期大蒜价格变动的可能性不大，价格

会比较平稳。

“去年的大蒜贵得吓人，今年的大蒜跌得吓人。”省城一菜

场内的经营户昨日一连用了两个“吓人”来形容大蒜。

而记者从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粮油干杂区了解到，

目前大蒜的批发价是0.9元/斤，而在去年，大蒜的身价能达到

4～5元/斤，即使在今年年初，批发价也是2～3元/斤。

粮油干杂区相关负责人分析，今年年初以来，大蒜价格止

不住下跌的势头，去年的“蒜你狠”风光不再。

周谷堆市场内一家大蒜经营户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新蒜上市后，老蒜就逐步退场了。

大蒜：年初以来价格“跌跌不休”

100元买青椒
“蒸发”了84斤

编者按：2011年走过了一半，我们身边的经济生活又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生活账本、投资理财、房地产、外贸等等又呈现出

怎样的表情？

梳理脉搏，是为了看清看远。从今日起，本报推出安徽经济

年中报系列报道。今天第一篇，市民生活账本，我们就来量量你

身边的菜篮子、米袋子、房子、衣服……

蔬菜：100元少买了84斤青椒

猪肉：“二师兄”飞上了天

唐僧的肉金贵，“二师兄”的肉更值钱。有人说，上半年推

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中，猪肉用的力气最大。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的一项数据证明了猪肉的“飞翔

之旅”。今年以来，安徽生猪价格快速上扬，6月份，生猪价格

16.1 元/公斤，仔猪价格 24.3 元/公斤，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69.5%和111.3%。

猪肉价格节节攀升，撼动了部分市民的生活。昨日，在省城七

桂塘菜场，一位正在买鱼的市民告诉记者，猪肉价格太高，只敢少

买一点，“身边的不少人都把餐桌上的猪肉换成了鱼虾等品种。”

点评：“飞猪”是如何炼成的？
“饲料、人工、运输等成本都涨了，我们只好抬高售价。”合

肥一家农牧科技公司负责人坦率地表示，养殖户的成本压力都

转嫁到猪肉的价格上。

除此之外，市场上的猪肉紧俏也是涨价的原因。

安徽安泰种猪育种有限公司办公室陶主任很明显地感受

到了散养户的“退场”。

“不少养殖场减少了养猪的数量，一些散养两三头猪的农

户干脆就不养了。”

空心菜、猪肉、鸡蛋……你餐桌上的这些菜是不是受了CPI上涨的传染？同样的100

元，半年前和半年后你买回家的东西一样多吗？

“菜篮子”越来越重，记者算了一笔账，用100元去买青椒，1月初可以买167斤，6月底

只能买到83斤，“蒸发”84斤。不过，也有去年涨幅排行榜上的“明星”大蒜，今年失去了风

头，从年初起就“跌跌不休”。 刘孝芳 赵倩倩 张孜文 记者 沈娟娟

安徽经济年中报之都市生活账本（一）

上半年，市民的“菜篮子”拎得有点吃力

点评：菜
价上半年走
了 个 下“ 抛
物线”

省城海发蔬菜

的负责人张大海用

一个下“抛物线”来

形容上半年的菜价走势。春节过后，菜价处于较高价位，3月份

随着天气回暖，以叶类菜为代表的菜价跌幅较大。

可到了 5 月份，菜价又开始稍稍抬头。“连续几场雨也淋

重了菜篮子，红椒、白萝卜等价格微幅上涨。”合肥周谷堆市

场信息中心信息统计员王萍透露，近期，省城菜价平稳中也

露出涨势。

起个大早去逛菜场，这是刘阿姨和老伴每天都要做的事。

2011年过去了一半，她觉得自己的工资没有变化，但口袋里的钱

不知不觉“蒸发”了。

“我们家爱吃辣，几乎天天离不开青椒，这半年，青椒涨了

不少。”刘阿姨指着菜篮子里的“老朋友”告诉记者。

青椒的身价在半年间涨了多少？昨日，记者从合肥市周谷

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从今年年初到6月底，青椒价格将近

涨了一倍。

2011年1月4日，周谷堆市场青椒的均价是0.6元/斤；而2011

年7月 18日，青椒的均价是1.2元/斤。也就是说，用100元去买

青椒，1月份可以买将近167斤，到了7月，只能买83斤，“蒸发”

了84斤。

其实 ，和刘阿姨有相同感觉的市民不在少数，大家都觉得

钱更不经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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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阴雨连绵
商家表情各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