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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市中区某市场，看到一家锅具店的铁锅卖得
很好。过去被人们认为土气的铁锅，现如今成了广大市民争购
的对象。一位正在选购铁锅的女士说：“要吃正宗家常菜，还是
用铁锅最好。” （记者 孙慧英 摄）

铁锅“情结”

周末约上三五个亲朋好友，开着车去郊外，来一次户外自助烧烤，已成为不少市
民放松心情的好选择，受此影响，部分烧烤食材销量大增，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而
羊肉近段时间价格下跌，但羊肉串价格未下调，让不少烧烤摊摊主有了底气，甚至打
出了“羊肉假一赔万”的标语。

据了解，每年到了烧烤旺季，由
于烧烤所用食材需求量的增加，部分
食材的价格出现了小幅的上涨。其
中，牛心管价格涨幅最为明显，不仅
每斤的价格飙升到了近50元，而且还
不容易拿到货。

记者在市中区新华市场内一烧
烤食材批发店内看到，鸡翅、马步鱼、
鱿鱼、翅中等烧烤食材一应俱全。“大
概从一个月前，像翅中、马步鱼等食
材的进货价就开始慢慢上涨，随着烧
烤的持续升温，估计价格上涨的趋势

还将继续。”新华市场一烧烤食材批
发店的老板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食材专营店
对烧烤经营者们多是以整包售卖为
主。拿一袋装翅中来说，前段时间的
价格在 32 元左右，如今则涨到了 38
元。散装翅中的价格也有上浮，平均
每箱的价格上涨约 20元左右。马步
鱼的价格上涨了不少，一箱上涨了
200 元左右，平均每斤上涨约 6—7
元。而说到涨价最为明显的，还得要
属牛心管。走访过程中，几乎所有烧

烤食材专营店的老板都在抱怨今年
牛心管的价格涨幅最为明显。龙头
市场的专营店老板说，去年牛心管的
价格还在 25 元/斤之下，今年就涨到
了近 50元/斤。“前两天打电话要货还
说 42 元，今天就说 44 元了。不仅如
此，就算这个价格还拿不到货，现在
每天都有烧烤大排档经营者来店嚷
着要心管。”除了部分涨价的食材外，
专营店的老板们纷纷表示，像鱼丸、
肉丸以及烤肠等半成品制品价格并
没有上涨。

需求量增加 部分烧烤食材价格上涨

部分原料价格上涨，是否会导致
烧烤店内单价集体升高呢？对此，记
者也对市区内的一些烧烤摊进行了
走访调查。26日晚，在市中区青檀北
路的一家烧烤摊内，店主告诉记者现
在使用的价格单与几个月前的完全

一致，并未发生任何改动，其中就包
括原料涨价最明显的牛心管。“我这
里本来就是小店，来吃烤串的多是熟
客，虽然牛心管价格上涨明显，但好
这口的毕竟是少数，所以单串的价格
也未调动。”店老板向记者说道。在

市中区中兴路的一处烧烤店的老板
则告诉记者，如今的牛心管根本拿不
到货。“几乎每天我都要去食材专营
店绕一圈，看看牛心管是否来货，可
几乎每次去都是失望而归。”而当被
问到有关于牛心管的问题时，这位老
板说如今的这个现象，应该是和国家
的相关政策禁止进口牛心管有关。
随后，记者在人民路几处烧烤店内，
也未发现店内单价涨价的情况。

除了几样原料涨价的情况外，近
期生羊肉价格一直处于低位运行可
谓是烧烤经营者们最大的福音。一
些经营者们甚至在店外标上了“羊肉
假一赔万”的标语。但在记者走访时
发现，羊肉串的价格并没有因此而降
价。而据一些爱好吃烧烤的朋友们
介绍，近期在吃烧烤时也没有感觉到
每串份量的增加。部分经营者告诉
记者，如今羊肉串的价格基本已经固
定，而生羊肉价格波动的可能性依然
存在，如果羊肉价格长时间保持低
位运行，到时也可以考虑酌情降低羊
肉串的售价。（记者 王龙飞 文/图）

价格低位运行 摊主有底气

烧烤摊挂标语：“羊肉假一赔万”

羊肉价格下调 烧烤摊摊主心欢喜

“长期收购超期、二级
鸡肉产品”、“急处理巴西、
沙特鸡脚，共 3货柜，速联
系”。在多个冻品、牛肉交
易的 QQ 群、贴吧里，这样
的供求信息不停地出现。

其中，交易的一个重
点产品，是在冷库中超期
存放了一两年的冻肉，它
们在业内通常被冠以一个
俗称：“库底子”。由于商
家急需出手，纷纷以正常
冻肉七分之一甚至更低的
价格抛售，催生了一条地
下交易链，流向市场、餐
桌。

7 月 12 日，国家食药
监总局要求北京、天津、辽
宁、上海、安徽、福建、山
东、河南、湖北、湖南、广
东、广西、云南等 13 省市

排查区域内所有冷库，重
点检查 2014 年以来存储
冷冻肉品的来源、数量和
销售去向。

之所以存在“库底子”
肉，很大程度与冷库的日
常运营管理缺失相关，一
些第三方出租冷库甚至连

“先进先出”等基本规定都
未能遵守。

据了解，针对冷库、冻
品企业涉及的冷链行业，
国内已有《冷链物流分类
及基本要求》、《物流企业
冷链服务要求与能力评估
指标》等冷链物流标准，但
大多数仅针对物流企业、
医药企业设立，尚未全行
业覆盖，也缺乏相配套的
惩处措施。

（新京报）

冷库超期库存肉很常见
缺乏相关惩处措施

相信不少市民还记得 2009 年、
2010年曾爆出“蒜你狠”的大蒜，价格
在 4元一斤左右。如今“蒜你狠”在我
市重现，蒜价在今年身价“暴涨”。近
日，在市中区龙头市场买蒜的孙女士
诧异地发现，品相好一点的大蒜价格
已经涨到了 4元一斤。而在一些大型
超市，蒜的价格每斤竟高达 5.8 元一
斤。对此，记者调查发现，虽然现在正
是新蒜上市的季节，可是大蒜的价格
却不降反升。

“按理说每年的六七月份都是新
蒜下来的时候，大蒜的价格应该便宜
才对啊，为什么价格越来越高呢？”在
市中区建华路上的某大型超市采访
时，家住华西小区的市民刘女士买大
蒜时大发感慨。“我们这边的价格几
个月前就是 5.8 元一斤了。具体因为
什么原因涨价也不清楚，估计是批发

价涨了，零售价格自然高。”该摊位的
销售人员说。

对于大蒜价格的上涨，不少市民
表示，每公斤的价格在三四元还能接
受，但是如果太高了，他们会选择大
葱或者姜等调味品代替。“这又不是
粮食，炒菜的时候可多可少，实在贵
了就不买。”市民王女士说。

为了能够弄清楚大蒜价格为何
如此之高的原因，记者到农贸市场进
行调查。在龙头市场，记者看到大蒜
价格在 3.5元—4元每斤。“近期的大
蒜价格涨得太快了，新蒜上市的时候
价格只有 2-3块多钱一斤，现在干蒜
都涨到3块多了，进货成本增加，卖价
肯定就高了。”一位卖蒜的摊主说，

“我每次只进一袋大蒜，一袋大概在
70—80斤左右，卖几天进一次货。因
为价格涨得这么快，这又不是炒菜的

必需品，贵了人家就不买了，不能进
多了。”

对于大蒜价格上涨原因，该摊主
透露，“二道贩子”以 2元左右/斤的
价格上货，库房费、人工费和损耗要
匀在菜价里，在此基础上每斤往上加
价批给零售商，此时价格已经变成了
2.8元/斤。虽然靠“走量”赚钱，但从他
们手里进货的时候每斤已经涨了不
少钱。“经过了‘二道贩子’之后，蔬菜
终于到了市场商贩手里。进价不到 3
元的大蒜，在菜市场，卖到3.5元/斤以
上，甚至4.5元/斤，可以算是很正常的
价格了。”该大蒜摊主无奈地说，现在
本应该是大蒜的销售旺季，可是今年
价格太贵导致销量下降，再算上包
装、运费、人工等成本，再过几天零售
价卖4元钱一斤也只能算是赔本赚吆
喝了。 （记者 苏羽）

“蒜你狠”重现市场
超市售价高达5.8元一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