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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最爱河鲫鱼，一天“扫”光七八十公斤
探访地点：合肥市国购广场家乐福超市 时间：7月13日11：00

“哎呀，有条鲫鱼跳出了鱼缸，在地上乱蹦呢！”在市民的提

醒下，阿邱赶紧腾出手来，用网袋把漏“缸”之鱼捞起来。昨天

上午，记者来到省城国购广场家乐福超市时，水产销售员阿邱

忙活得满头大汗。

“鱼缸里的鱼太多了，上午的半天时间，已跳出来七八条。”

阿邱告诉记者，进入夏季以来，消费者的饮食口味以清淡为主，

相对于油腻的肉类食品，水产品的销售量分外火爆。在商场的

水产品销售区，一排鱼缸占据了醒目位置，其中鲫鱼的鱼缸最

大，占据了整个水产区域面积的三分之一。

目前，随着淡水鱼的大量上市，鲫鱼售价变动幅度不大，每

斤价格在6.9元到7.8元左右。阿邱说，在淡水鱼当中，属鲫鱼

最受消费者欢迎，每天的销售量很惊人，“我们每天早上进的货

有七八十公斤，到了晚上基本都能卖光。”

与淡水鱼不同的是，海产品的售价相对稳定。以冰鲜大黄

鱼为例，记者走访的几家超市中，每斤售价在21.8元到28元左

右。海产品中，三文鱼“身价”最高，基本上每斤价格超过120

元。据超市销售人员称，进入夏季以来，海产品尽管总体销量

不算太大，但比平时要好很多。

样本

“东海三个月内禁止渔业捕捞，对沿海地区的海产品市场

形成了较大冲击，但对省城海产品的价格影响不大。”记者走访

过程中，经营水产品采购生意的姜女士说，究其原因，就是合肥

人的饮食习惯，“我们这边人吃海鲜不多，海产品的需求量并不

大，所以市场价格没有出现太大波动。”

“淡水鱼生意分外火爆，一方面是进入夏季后，市民普遍重

视清淡饮食，水产品更受追捧；另一方面，长江全面开渔后，大

量野生和养殖的淡水鱼集中上市，使得市民的选择更加丰富。”

姜女士告诉记者，目前省城市场上的水产品，大多数是来自养

殖的淡水鱼，小部分是来自长江的江鲢、肥鱼等。

淡水鱼大量上市后，如何保证市民的菜篮子不受影响，又可以

让渔民和养殖户们免受更多的经济损失？水产专家认为，目前我省

渔业生产方式粗放，大部分养殖渔民仍然沿用“重产量、轻质量”的

养殖方式。今后，有必要大力提高产业化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

一只苹果要四个一只苹果要四个““钢镚钢镚””

夏季夏季，，

超市里，难见1元以下蔬菜
探访地点：中环城大润发超市 时间：7月14日18:30

记者在大润发超市蔬菜专区看到，1元以下的蔬菜

品种只有两类，分别是0.99元每斤的芹菜及0.8元每斤

的冬瓜。

记者注意到，蒜苗4.28元/斤、紫角叶2.99元/斤……

“本地青菜怎么这么贵，也卖到了2.8元/斤。”推着小车的

刘阿姨在货架边徘徊很久，但让她始料未及的是，青菜的

价格已算便宜的了。

在另一个货架上，香菜的标价为9.3元/斤，茭白是

7.98元/斤，西芹7元/斤，而海鲜菇一斤已卖到13.5元。

“绿叶菜几乎都上涨了”
探访地点：长江东路玉兰苑商业街 时间：7月13日7:35

“小白菜多少钱一斤？”“3块！”

在此做了近10年蔬菜生意的徐明夫妇，对蔬菜价格

的上涨并没有感到惊讶。“每到夏天，菜价都会涨一些。”

对于涨了多少，徐明的爱人作了对比：小白菜之前零

卖2块/斤，现在是2.8元~3元；生菜从2元/斤涨到了3

元；青椒上周卖1.5元，现在是2.5元……

“我们家现在没有1元以下的蔬菜，最便宜的是冬瓜，

也要1.2元/斤。”徐明说，因为涨价，长豆角和西兰花等自

己都没敢多进，“怕价格高卖不掉就烂了”。

而这一个星期以来，徐明统计，平均每个菜种涨价幅

度在0.8元至1元左右。

土菜馆老板准备加收米饭钱
探访地点：永红路 时间：7月13日11:00

菜价上涨，在餐馆生意上最能得以体现。

永红路上一家土菜馆的老板老徐每天早上天刚亮，

就得去七桂塘菜市去选菜。

“以前青椒一斤1.5元，现在零售都2元了。”尽管和

菜贩子很熟，是“长期合作”，但自己1.8元/斤购得的价

格，虽比其他人要便宜，但也贵了，“长豆角、洋葱等大众

菜种，基本每样都涨了点”。

一方面蔬菜价格在涨，另一方面，来店里吃饭的都

是熟客，涨价也不好意思，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赚的钱越

来越少？

“现在维持一段时间，要是再涨的话，就准备收1元

一份的米饭钱了。”正在盛饭的老板娘说。

夏季是制冷电器的热卖时节，不少商家早在“五一”

前便开展了促销战。随着天气逐步转热，各商场更是痛

下血本，轮番进行价格战，。

目前，各大商场热销的制冷产品主要以空调、空调

扇、电风扇为主，其中不乏参加低价优惠活动的特价款

型。“同去年相比，今年我们每台空调上多投入了两三百

元。”五星电器三孝口店空调销售主管沈维娜说。

记者在走访中注意到，省城各大商场已经将制冷电器

摆放到最醒目的售卖位置。当人们为高温烦恼的同时，

“冷生意”却因为高温而变热。为争夺消费者，电器商家的

优惠价格战不断升级，不少专家对上述现象不无担忧。

“高温驱使的消费不具有长期性。”在合肥经验多年

电器生意的张文旦说，气候因素造成某些行业消费“冷

热”变化，是正常的现象，不会对市场格局产生根本性影

响。然而，如果一味追求促销价格战，而忽视了产品本身

和售后服务的质量，实非长久之计。

记者采访过程中，多数消费者认为，相关部门要对商家

促销中的恶性竞争行为保持警惕，必要时要进行宏观调控。

热消费三

夏季用品消费带热“冷生意”
“蹭凉”经济风生水起，制冷电器销量增两成

“吃完晚饭之后，不想宅在家里，喜欢去有空调的
超市‘蹭凉’，还能顺便买点东西回家。”家住庐阳区的
张女士说，近期天气转热，吃完晚饭和家人到大超市逛
一圈，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在“蹭凉”过程中，张女士被
商场的促销广告所吸引，家人一合计便买了台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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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电器促销忙，八成销售额“归功”空调
探访地点：合肥市三孝口五星电器商城 时间：7月15日9:30

最近一段时间，每天快到10点时，36岁的促销员

小马心里总不是个滋味。13 岁的儿子要上初中了，

每天上午都要上培训班，直到 10 点结束。不过，小

马每次都要很迟才能接儿子下课，“一想到儿子饿着

肚子等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这几天，商场的制冷家电迎来一年中的销售旺季，促

销活动忙得所有人不可开交。“恨不得再长两只手来！”小

马告诉记者，自己和同事本是“两班倒”，因为实在太忙，

只好全天候上班，睡觉时也常接到客户的订购电话。

记者从苏宁电器、国美电器等省城多家商城了解到，

空调、风扇、空调扇等夏季制冷电器均已进入销售旺季，

总体销量比平时增长两成左右。五星电器空调区主管沈

维娜告诉记者，和去年的“史上最热七月”相比，目前省城

的天气还不算太热，目前销量还没有去年旺盛，“不过，单

从促销方面来说，优惠活动比去年要多。”

“在我们的制冷电器中，空调占据产品销售总额的

八成左右。”沈维娜说，目前各大空调品牌正在打折促

销，卖场中不少顾客都在向导购员询问产品情况。

分析 “高温经济”不具长期性，抓促销更要靠质量

热消费二

超市难见“1元菜”
土菜馆老板琢磨着收饭钱了

菜价看“老天爷”的眼色。随着温度上升，合肥各
超市、菜场里的蔬菜“身价”也明显渐闻“涨声”。有土
菜馆老板说，菜价再涨的话，考虑收米饭的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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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蔬菜的价格确实比平时要高。

对此，徐明表示，每年夏天一到，气温上升，蔬菜价格

都会上涨，“比如，长豆角、西兰花等运输都需要加冰块，

这不是成本上涨吗？”老许也说，天热了，人工劳作很辛

苦，成本上涨也很正常。

来自周谷堆批发市场的行情显示，总体来说，近几日

蔬菜方面量价平稳，但部分蔬菜的价格开始上涨。上周

的数据显示，四叶青、油麦菜、茄子和黄瓜等，批发价都涨

了15%以上。

信息员王萍分析，温度上升后，地产菜的量开始减

少，而长途调运的菜量将增加，为了正常供应，为这些“外

来菜”加冰降温，必然导致成本的上扬。

肥东瑶岗蔬菜专业合作社总经理余东海也表示，夏

季蔬菜价格上涨，主要受供求关系影响，持续的高温天

气，露天菜地基本上收不到蔬菜，而叶类蔬菜数量减少，

价格自然就上来了。

分析 天热蔬菜产量低成本在增加

“苹果怎么这么贵？”7月14日晚上，在省城清溪路大润发
超市选购红富士苹果的沈阿姨发出如此疑问。伴随着夏季的
高温天气，一些时令水果在“放下身段”的同时，也有一些吃的、
用的，却在“坐着”高温起价。

由于“青黄不接”，外加储存成本上升等因素，苹果的价格今
年犹如坐上“火箭”；高温下露天菜不好长，面对“涨势”，土菜馆老
板欲收米饭的钱了；随着夏季天气转入“烧烤”模式，空调、冰箱、电
风扇等制冷电器的“身价”也水涨船高，市民的购买热情却不减反
增；在菜市场和各大商超，因天气炎热市民口味变得清淡，平时销
量一般的淡水鱼备受追捧，水产销售区常被消费者“挤爆”……

高俊实习生吴志刚记者丁林 见习记者 施超/文 程兆/图

热消费一

东海“禁渔”催热淡水鱼生意
无论是淡水鱼，还是海产品，卖得都比平时好

从6月1日开始，东海开始大范围禁渔，每天逛菜市场买菜
的“马大嫂”们发现，市场上海产品的购买选择少了许多。与此
同时，上月30日，为期三个月的长江春季禁渔期结束，开渔后
大量新鲜美味的野生淡水鱼即将面市，游上市民的餐桌。

海产品的销售情况怎样？哪种水产品最受市民追捧？为
什么淡水鱼生意这样火？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省城多家大型
商超进行了探访。

分析
东海“禁渔”，海产销量不敌淡水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