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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饯“负利润” 企业“叫停”生产

最近一段时间，合肥中科小陶食品有

限公司经理李浩然格外关注白糖的期货价

格，今年由于糖类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他的食品厂生产成本涨了20%～30%。

“关注期货，低价囤糖、油就等于赚

钱。”李浩然表示，时下，所有以糖类为原料

的生产加工企业，日子都不好过。

李浩然说主要是原材料上涨太厉害，

蜜饯、果脯、杂粮深加工等食品现在已经是

“负利润”生产。“亏本的买卖让企业吃不消，

所以干脆停止生产了。”

除了调整产品结构外，李浩然还向记

者透露，该企业还在寻找原材料的替代品，

改用麦芽糖生产，并不断扩大食品产业链。

快餐店提价 就餐消费得多掏钱

“因原料价上涨，即日起，本店快餐最

低标准从6元/份调至8元/份。”近日，合肥一

家大型快餐店门前贴出了这样的一则告示。

“菜、米、面、油集体涨价了，供应商说

还会涨。与去年相比，我们的采购成本涨了

30%。”在采访中，这家快餐企业张姓负责人

摆出了多个原因表示“非涨不可”。

实际上，提价并不是餐饮企业转嫁成本

压力的唯一途径。合肥市餐饮烹饪协会秘书

长孙跃庭表示，现阶段合肥还有很多餐饮企

业通过集中采购、勤练“内功”、向管理要效

率，消化原材料上涨给企业带来的压力。

“疯狂的棉花” 催涨秋冬季节服装

短短两个月时间，国内标准棉现货价

格从9月的1.8万元/吨大幅上涨到11月的2.8

万元/吨。在疯狂棉价的冲击下，服装生产

企业集体“喊涨”。

“今年服装成本增加了10%，部分服装

原料价格还上涨了30%～40%，今年秋冬服

贵是肯定的。”合肥一家制衣厂负责人表示，

成本增加，零售终端成衣价格也会跟着涨。

“不要说秋冬衣服，就是明年春夏装也

会涨的。”另外一家服装企业市场营销部陈

经理表示，该公司已经在做春夏装了，但成

本也相较往年有所上涨，涨幅约为5%以内。

三口之家每月多掏两三百

在农贸市场里转了几圈，不停念叨着

“太贵了”的姜兰，终于在一番对比挑选后，

买齐了一家人半周内要吃的菜。“出来一趟

就得花四五十元，这菜真是吃不起呀！”姜兰

记得，以往一家人半个星期买上30多元钱的

菜就够了，现在买一次菜起码多掏十多块。

“1斤瘦猪肉（10.5元/斤）、1斤排骨（14

元/斤）、1斤鸡蛋(4.4元/斤)、1斤毛豆(7元/

斤)、1 斤韭菜（3.0 元/斤）、2 斤青菜（2 元/

斤）、2斤西红柿(2.5元/斤)和6个橘子(2元/

斤)、4个梨子（1.5元/斤）”，这是姜兰左挑右

选之后的“菜单”，精打细算还是花掉了30

多元。

“同样的钱，在过去还能多买1斤肉，

而现在就要少吃1斤肉了。”她告诉记者，

去年这个时候，10元钱还能买两三样菜，现

在拿10元钱进去买不到啥。“像我们三口

之家，一个月要多花两三百。”

阳台花盆不种花草种葱蒜

一面是疯狂涨价，一面有市民苦心钻

研“省钱攻略”，在他们看来，与其在这“涨

价潮”中唉声叹气，倒不如现实些想点办法

应对物品涨价。

阳台花盆里，种的不是花，而是葱

蒜。家住水利厅宿舍的周玲玲，着实让人

“佩服”：花盆里已经全部改种菜了，而且品

种很丰富，有葱、有蒜、有辣椒，还有青菜。

“这些绿叶菜可以观赏，更具有实用

性！”周玲玲说，由于葱蒜掐了，可以不断生

长，一个辣椒可以结出几十个小辣椒，所以

周玲玲炒菜需要这几样辅料，基本就能自

给自足了！

当然，智慧的市民还想出很多奇妙的

“怪招”：买菜选在“打烊时”，买衣选在“反

季时”，日用品也“团购”，下馆子先找“代金

券”，剪头发办张“优惠卡”……总之，将省

钱进行到底。

进出口孵化企业广交会“发威”

安徽调味品远销欧亚非
星报讯（记者 樊立慧） 进出口的

冷风似乎还在吹，不过，冷风中也有点

暖意，10月31日～11月4日，108届广交

会三期在广州琶洲馆举行。我省进出

口孵化促进中心找到10家新孵化企业

参展，这些企业也开始“发威”，这不，安

徽的调味品、有机茶都远销海外。

三期前两日，10家孵化企业中共有

6家企业经过努力实现出口意向成交

240万美元，其中铜陵中联铭浩制衣有

限公司和合肥鹏杰贸易两家企业还实

现现场签单，下单额共约25万美元。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安徽强

旺调味食品有限公司是我省一家专业

生产复合调味品的出口型企业，也是本

届广交会新参展的孵化企业。其参展

产品是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开发研制的

调味料，目前在产品研发、加工技术和

工艺、生产规模、品种规格与产品认证

等方面均居国内同行业前列。三期开

展首日，来自非洲、中东和美洲的客商

来往不断，询价客商络绎不绝，当天即

实现意向成交116万美元，两天共实现意

向成交200余万美元。公司预计全年出

口额可达1600万美元，出口市场将覆盖

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和非洲等20多

个国家和地区。

安徽的茶市场行业也看涨，黄山市

凫绿有机茶业有限公司也是本届广交

会新参展的孵化企业。“交易会前两日

是企业和产品的宣传期，有望在未来

几日实现成交。”公司出口部主管表

示，公司的红茶预计今年可出口100万

美元。三期前两日，共有20余家外商

来访，客商遍及中东、欧洲和南亚等国

家和地区。

无线电基站辐射
“不用担心”
星报讯（张大伟 潘煜 记者 宛月

琴） “只要不站在基站塔内，公众移动

电话基站对10米外区域的电磁辐射强度

还不及手机的五百分之一，都不会对人

体健康造成影响”，昨日，记者从省经信

委了解到，在刚刚结束的无线电管理宣

传月活动中，我省无线电管理部门整合

力量、创新形式，解答市民关于辐射、信

号等热点问题。

据悉，今年9月是我国无线电管理

宣传月，我省无线电管理部门创新方式，

首次把全省17个无线电管理处整合为

南、北片2个活动宣传小组，集中到各市

开展宣传活动，形成了“多对一”的宣传

模式，扩大了宣传规模和影响。

我省家电下乡产品
累计销售630万台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昨日，记

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截至10月底，全

省累计销售家电下乡产品630万台，销

售额143.4亿元，财政已补贴17.6亿元，

兑付率为98%。其中，今年1～10月，全

省共销售家电下乡产品443.7万台，销

售额为105.8亿元，销售量和销售额分

别达到去年同期的3.3倍和3.9倍。

同时，截至10月底，全省家电以旧

换新累计销售新家电25.4万台，销售额

为9亿元，财政已补贴12.6万台，补贴金

额为3653万元。

日常生活品集体“涨价”，晒一晒市民的“省钱攻略”

阳台花盆不种花草改阳台花盆不种花草改““种菜种菜””

原材料价格轮番涨“煎熬”皖企
转嫁成本压力 企业各有“招数”

“啊？白菜也涨价了？”昨天，在省城曙光路菜市场，市民姜兰一听

蔬菜摊老板说白菜1.2元一斤便这样感叹。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

糖高宗，现在还蹦出来个“苹什么”……现在，日常生活用品涨价已经

不是新鲜事儿，食用油、白糖、棉花等农产品价格都在集体

应声走高，引发“多米诺”效应，人们发现，物

价上涨正在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记者 宛月琴

米、面、油、糖的集体涨价，让

合肥部分本土生产加工、服务企业

举步维艰，日子不再滋润。记者昨

日在采访中发现，注册资金 700 万

元的一家食品生产企业受累于原

材料市场涨价，已停止生产蜜饯、

果脯、杂粮深加工食品；而本土的

一家大型快餐企业在原材料“重

压”之下，每份快餐的价格已悄然

提价1～2元……业内人士称，此轮

原材料上涨势头比 2008 年那次还

猛烈，已造成行业性亏损。

不过，任何事物都遵循优胜劣

汰的原则，严峻的生存环境是最好

的试金石，转嫁成本压力，皖企各

有“招数”。

黄军志 记者董艳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