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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价格大幅下降

11月开始，北方地区白菜、萝卜、
土豆等应季蔬菜大量上市，丰收的喜
悦尚在，田间菜农却先感受到了阵阵

“寒意”。北京新发地市场价格监测
显示，整个 11 月大白菜批发价一斤
最低两毛钱，最高也才四毛五，土豆
价格降幅达三成，圆白菜、芹菜价格
也降到近年来的最低点。而在地头，
大白菜、萝卜等蔬菜“身价”更低，也
就几分钱一斤，让大家对“白菜价”有
了更清晰的认知。

山东是全国蔬菜主产区之一。
家住山东胶州，常去逛超市的王先生
告诉记者，今年蔬菜比去年便宜了不
少，“像最近大白菜 3 毛一斤，白萝卜
8毛一斤，青萝卜 5毛一斤，价格都比
较低”。

近日，记者走访北京多个超市、
菜市场，大白菜的斤价集中在 5 毛至
1 元之间，白萝卜价格多在 1 元至 1.5
元。

记者来到位于济南历城区的一
家便民超市，在蔬菜销售区域，一些
市民正在选购大白菜。与菜椒 3.59
元/斤、卷心菜 1.59元/斤、冰糖心萝卜
3.99元/斤等在售蔬菜价格相比，白菜
0.99 元/斤（会员价 0.19 元/斤）的价格
相对较低。

随后，记者又来到另一家超市，
发现白菜的价格为 0.39 元/斤。超市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往年 11 月份以
后，蔬菜价格都会逐渐上涨，可今年
却在跌，“比如大白菜，一颗四五斤，
不到 2.7元”。

而在山东匡山农产品综合交易
市场，白萝卜、西红柿等蔬菜价格都
出现不同程度下跌，尤其是大白菜，
价格已是近些年的同期较低值。这
家市场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1 月
底，市场的大白菜平均价为 1.3 元/公
斤，此后开始出现下降。

11 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 28
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4.58
元，环比下跌 5.8%，较近 3 年同期平
均价低 5.2%。分品种看，环比价格
19 种下跌，9 种上涨。其中菠菜价格
大跌 26.6%，大白菜大跌 26.4%。以
北京市场上销售的大白菜为例，11月
份河北唐山、辽宁锦州和河北廊坊大
白菜集中上市，北京大白菜每天交易
2万吨，批发价低至每公斤 0.55元，同
比下跌 56%。

部分蔬菜的菜价与往年冬季比
下降，吸引不少市民囤菜或腌菜，有
的市民家中囤了不少白菜、萝卜、青
菜等蔬菜。“趁着便宜多买一点，吃不
完可以腌起来，一个冬季能省不少菜
钱。”市民吴女士称，她最近也忙着逛

菜市场、超市，哪样蔬菜便宜就多买
一些回去。

“我这几天囤的白菜够吃一个冬
季的了，现在菜价太便宜了。”在市区
一家超市，推着一购物车白菜的市民
杨女士告诉记者，她已经来超市三趟
了，“都是为买白菜，几天前价格是 2
毛 8 一斤，今天价格就调到 3 毛 8 一
斤了，主要是买的人比较多，担心囤
的人多价还会调上去”。

除了市民忙着囤购，蔬菜商贩最
近也很忙。蔬菜商贩王先生称，批发
价肯定比市场价便宜得多，最近也有
一些市民自己去批发市场，都是几十
斤甚至上百斤买回去，他发现最近忙
着囤菜、腌菜的不少是新手，是因菜
价便宜冲动购买，回去囤着或腌菜。

入冬菜价为何下跌

农业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警
团队首席分析师张晶表示，主要有三
个原因：一是秋季天气整体偏暖，气
候条件适宜蔬菜生长，单产增加明
显 。 尤 其 是 大 白 菜 ，单 产 增 加 约
20%。二是蔬菜种植面积增加，稳产
保供基础较好。去年大白菜、圆白
菜、白萝卜等“大路菜”价格处于高
位，今年种植意愿较强，北方冷凉蔬
菜产区以及山东、江苏等地均有所扩
种。11月初，全国蔬菜在田面积同比
增加 1.2%。秋季耐储品种供给总量
大，市场供给增加，导致价格持续探
底。三是前期不利天气影响，部分产
区上市推迟，相关品种露地菜与冷棚
菜同时上市。大白菜价格一度较近 3
年同期低 30%以上，为近几年同期的
最低点，个别产区甚至跌破成本，出
现局地阶段性卖难。

今冬菜价会维持跌势吗？专家
表示，预计整体走势平稳。

实际上，近来菜价已经开始反
弹。12月 8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是 2.85 元/公
斤，比 12 月 1 日的 2.81 元/公斤上涨
1.42%。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
计部经理刘通认为，近日蔬菜价格反
弹与商户提前备货应对即将到来的
降温有关。采购商到地头加大采购
量，对地头价格产生明显的拉动作
用。从异动的品种看，主要是鲜嫩蔬
菜价格涨幅较明显，其中尤以北方暖
棚生产的茄果类蔬菜涨幅较大。不
过，虽然圆茄、长茄、黄瓜、西红柿、西
葫芦等茄果类蔬菜价格有所上涨，但
涨幅并不大，因为供应充裕，价格反
弹力度不足。

专家表示，耐储蔬菜是冬季保供
稳价的压舱石。当前全国此类蔬菜
存量充足、供应充足，在蔬菜供应量
中占比大，价格波动幅度很小。其
中，湖北、四川的白萝卜、大白菜、圆
白菜产量较高，面临一定销售压力。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
所研究员李辉尚预计，两次大范围寒
潮过后，市场整体将快速进入“南菜
北运”供应阶段，北方设施蔬菜供给
将逐步增加。跨区运输和设施生产
成本上升，使菜价下降空间有限，后
期菜价有望逐步转入季节性上行阶
段。

虽然当前菜价处于低位，但随着
气温持续下降，北方露地蔬菜逐步退
市，市场供给转向南方蔬菜和北方设
施蔬菜，随着种植、运输的成本增加，
菜价将逐步回升。即将到来的元旦
和春节，也会进一步抬高蔬菜消费需
求，带动菜价上涨。销售末端的“风
吹草动”，将快速传导至生产链各环
节。

据《成都商报》报道

为什么近期气温一直低迷？中央气象
台首席预报员徐珺表示，12 月 13 日至 16 日
有一次强寒潮过程影响我国，18 日至 21 日
又跟着一股较强冷空气，两者叠加导致我国
气温持续偏低。华北地区等地多个气象站
日最低气温接近或突破历史同期月极值。

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雨雪过后仍
持续低温，是大家常说的“雪后冻”吗？“一般
冷空气来临前会有暖湿输送，实际上降雪通
常发生在冷空气到来前。”徐珺说，融雪虽然
会吸收一些热量，导致体感寒冷，但气温偏
低主要还是后续冷空气所致。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此次
厄尔尼诺事件已经达到了峰值期，峰值状态
将会持续到明年1月。在大家印象中，厄尔尼
诺背景下我国中东部冬季偏暖概率较大，为
何还出现如此强的寒潮？

中国气象局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兵表
示，除厄尔尼诺外，影响我国冬季气候的另
一个重要因子是北半球中高纬度冷气团。
由于其最近在东亚和俄罗斯一带活跃，中心
偏东，导致我国近期冷空气强度大、影响范
围广。

“暖冬或冷冬指的是整个冬季总体的气
温状况，短期的寒潮降温只是其中的‘小插
曲’，整个冬季的平均冷暖情况才是‘主旋
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
陆尔说，暖冬并不意味着没有寒潮，即使在
厄尔尼诺年，也不排除冬季出现强寒潮天气
的可能性。

12 月以来，我国气温经历了暖冷转折。
前期显著偏暖，全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
高。随着寒潮席卷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
雨雪冰冻天气，全国大部气温骤降。

“预计后冬（2024年 1月至 2月），我国大
部地区气温整体接近常年，但冷空气活动较
为活跃，冷暖起伏明显。北方地区可能出现
阶段性强降温、强降雪过程，江南和西南地
区东部等地可能出现阶段性低温和雨雪冰
冻天气。”周兵说，出现类似 2008年初持续时
间长、影响范围广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可
能性较小。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段时间中东部气
温持续偏低，公众需关注气温变化，做好保
暖御寒措施。低温大风天气导致风寒效应
明显，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和流感等冬季高
发疾病，公众需及时做好相关防护工作。

据新华社电

今冬蔬菜价格今冬蔬菜价格

大范围雨雪天气后，多地气温骤降，
不少公众感觉被“速冻”。中央气象台连
续发布低温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国大
部地区气温仍将持续偏低。

据预报，12 月 18 日 8 时至 21 日 8 时，
新疆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
地区、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
部、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日最低气温较历史
同期偏低5℃以上，其中西北地区东部、内
蒙古、华北地区、东北地区、黄淮中东部、
江淮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日最低气温较历
史同期偏低 7℃以上。最低气温 0℃线将
位于贵州南部至江南北部一带。

如何看待这一轮如何看待这一轮
低温雨雪冰冻低温雨雪冰冻

1212月月1818日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在安徽省合肥市500500千千
伏肥西变电站伏肥西变电站，，工作人员在站内巡查工作人员在站内巡查
（（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212月月1818日日，，农农
民在云南省曲靖市民在云南省曲靖市
陆良县芳华镇龙潭陆良县芳华镇龙潭
社区的露天蔬菜种社区的露天蔬菜种
植基地采收新鲜蔬植基地采收新鲜蔬
菜菜（（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2月18日，农民在露天蔬菜种植基地采收新鲜蔬菜。 新华社发

近期，蔬菜价格走低引发广泛关注。
据报道，北京新发地价格行情显示，12 月 1 日大

白菜均价为0.33元/斤，较去年同期下降34%。
不少居民感叹今冬菜价如此低，也让人不禁疑

惑，蔬菜为何便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