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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们正在密切关

注主副食品的价格走势。”江
苏省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主副食品
价格是影响居民价格消费水
平的关键因素，平时要求全省
各市每月逢 5日、15日、25
日必须将监测情况向省局汇

报，一旦出现异常情况乃至启
动异动预案时，还必须实行一
日一报及24小时值班制。根
据近期走势，省物价局已部署
全省物价系统加强对主副食
品的监测密度。通过上报的数
据发现，涨势最为明显的是猪

肉、食用油，粮食价格次之，蛋
价则略有下降。“虽然全省的
主副食品价格局势还不是特
别紧张，但的确出现了一些不
同往常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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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徐

州市物价局启动了 《价格异
动预警和应急监测预案》，将
监测的农副产品种类扩大到
11个，市区粮、油、米、面等涨
价商品价格实行日报告制，县
区实行一周二报制。同时，24
小时开通 12358价格举报电
话，受理相关价格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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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省的监测数据显

示，主副食品中，食用油、猪肉
的价格涨幅明显。以一个月来

的变化为例，超市桶装（5
升） 花生油 10月 25日是
73.55元 /桶，11月 25日是
75.43元；5升桶装色拉油分
别是39.95元、42.82元；一级
散装菜籽油分别是 6.50元 /
公斤、7.82元/公斤；一级散

装豆油分别是 6.60元 /公
斤、9.96元/公斤。其次，猪肉
的市场成交价也在节节升高，
环比涨幅已达9％左右。
根据 《江苏省价格异动

预警和应急监测工作实施细
则》，“粮食、食用植物油、肉

蛋等重要生活必需品价格一
次性涨跌幅超过 10％，并可
能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产
生不良影响的”，应启动价格
预警机制，价格异常波动警情
根据影响程度分为三个级别。
那么，目前是否适合启动价格

预警呢？有关负责人表示，全
省启动预警 “目前还没到这
一步”，监测中尚未出现一次
性涨幅超过 10％的情况。
“有些地方可能因为货源的
紧张，价格还在往上走，也有
些地方已经比较平稳了。”另

据悉，出现主副食品较明显涨
价现象的并非江苏一地，目前
国家发改委及国务院有关部
门正予以高度关注，但同样尚
未出动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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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市民家庭支出有所增长，有关部门表示关注市场随时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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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民刘先生
在一家企业上班，收

入还可以，妻子开了
一家报摊卖报纸杂志。
但由于每月房贷要交
3000元，剩下的生活
费用就不多了。原本夫
妻俩的日子还可以，但
近来，刘先生明显感觉

支出多了。别的不说，
单单每天的 “餐桌”，
内容就没以前那么丰
富了。

刘先生说，他一
直关注快报的相关报
道，对价格上涨带来

的变化深有体会。同
时，对如何抑制物价
上涨，刘先生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这方面
政府的调控和监管力
度还不到位，对当前

油价、肉价的上涨应
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因为南京还有不少中
低收入的市民家庭。
刘先生最后表示，他
现在唯一希望的是能
够多卖几份报纸，补

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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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等部分地区已先行启动异动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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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上涨了！”昨晚，
快报接到一些读者电话，反

映他们近几天到超市买油，
发现不少食用油的价格已
经上调，而且部分超市的食
用油已经卖断货。

记者了解到，昨日，鲁
花、福临门、香满园等各品牌
的调和油和菜籽油等各系列

食用油价格也开始全部上
调。在一家超市，记者看到，
1.8升的金龙鱼调和油由
20.9元上调至23.9元，涨幅
为14%；5升装的金龙鱼菜
籽油由现在的 40.9元调至
49.9元，上调幅度为22%；

2.5升装的金龙鱼菜籽油由
原来的 21.9元调整为 26.9
元，涨幅为22.8%。加上一些
本地品牌，此轮食用油价格
平均上涨17%。
“本次调价是食用油三

次调价以来最高的一次，油

价也将涨至3年来的最高。
从今年10月底至今，食用油
平均涨价幅度为 5至 10
元。”在食用油行业打拼多年
的下关粮油批发交易市场的
一位刘先生告诉记者，这是
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据他介

绍，食用油价格上涨主要是
受大豆和油脂价格的影响。

另外，面粉的涨幅也较
大，仅11月上旬的八九天
内，每袋面粉的价格就平均
涨了8元。

担心涨价影响生
意，一些小老板就在分

量上动起脑筋。
白下区中山东路

一小区门前有一家烧
饼摊。小老板裴师傅昨
天向记者介绍，店里的
烧饼过去是一元 3个，
现在是4毛一个。也有

许多同行还卖 1元 3
个，但个头比以前缩小
了———用节省原料的
办法来维持利润。

烧饼涨了，油条价
格也跟着涨。

昨天早晨，家住富

丽山庄的刘先生到月牙
湖副食品市场去买早
点，惊讶地发现一家早
餐摊点贴出一张告示。
告示上说：“因近期成
本增加，本店油条由原
价 5毛两根涨至 1元

三根，敬请原谅。”
昨天，记者来到

这家小店，店主正在
忙碌地炸油条、贴大
饼。店主告诉记者，
他这个店的生意特别
好，炸油条每天至少

要用掉 5公斤的食用
油，而且最近面粉也
在涨价，每天的成本
比平时至少要多出个
四五十元，油条不涨
价实在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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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飞涨的物价让餐
饮业小老板们扛不住了。

昨天，南京白下区三条
巷的一家包子店贴出涨价
告示，所有产品一律提价
0.10元。这家店名叫和善
园，几乎每天上下班都看到
门前排着十多人的长队。但
昨天这家包子店门外两边

墙上各贴出一张告示：“由
于物价上涨，本店从即日
起，所有产品均上调一角，
敬请谅解。”记者注意到，

店堂墙上是刚换过的价格
表，鲜肉大包 0.8元；三丁
包 1元；萝卜丝包 0.7元；
豆沙包 0.7元；粉丝豆腐包
0.7元；梅干菜包 0.8元；刀
切馒头 0.5元；糖三角 0.6
元；葱油花卷 0.6元。都比

前天涨了一角。
包子店店主李老板给记

者算了笔开销账：“面粉去
年还是48元一袋，现在涨到
58元一袋；色拉油过去每斤
是2.8元，现在涨到了4元；
做包子馅的猪肉，去年10月
刚开张时是 6.3元一斤，现
在涨到7.8元一斤。”李老板

说，涨价加也是不得已。
谈起涨价，紧挨包子店

的肉铺老板也一个劲地诉
苦：“五花肉今年四五月份
的进价还是5元/斤，半年
不到就涨到 6.8元 /斤了，
逼着零售价也跟着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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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绫庄巷45号的叶
女士下岗，丈夫开出租车，

现在一个月也就 2000多
块钱收入。这2000多块要

养活一家三口，谈何容易？
所以叶女士一直都精打细
算过日子。

儿子的中学离家很近，

而丈夫又喜欢吃妻子做的
饭，所以父子俩每天中饭、晚
饭必定回家吃。叶女士每天
买菜去的是附近的红土桥菜
场，因为那里有城郊的农民
卖菜，价格相对便宜。但最

近，叶女士有些吃不消，因为
这价格涨得有点快了。

无奈之下，叶女士不得
不想办法：蔬菜有时候可以
从城郊的亲戚家拿，荤菜就
尽量少猪肉之类，多买鱼，
因为鱼价一直没怎么涨。

但是有些钱还是省不
了，“油也涨价了，一涨就是
好几块，总不能不买吧。”叶
女士在心里算了笔账：“光
菜钱，以前一个月450块差
不多了，现在550块也打不
住了，多了100多块。”再

算上煤气、油盐酱醋、用水、
用电等费用，叶女士说，现
在家庭一个月的支出要在
1200－1300元左右。“对我
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涨价真
的是有些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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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徐女士前天打电
话告诉记者，物价上涨让她

家已经感到日常生活非常
吃紧。

据徐女士介绍，她家老
头子有糖尿病；女儿在一家
私营企业上班，一月就几百
块钱，马上又要结婚。全家生
活本来就很困难，现在菜价、

油价、肉价，甚至包括水、电、
气价格都在往上涨，老头子
每月还要交354元的医疗、
养老保险，感觉非常吃紧了。

前几天她到农贸市场

去买肉，发现已经涨到7.50
元/斤，没舍得买。昨天她
还是想买，并希望价格能稍
微降一点，哪知道走到柜台
一看价格又涨到了 8.00元
/斤，她在柜台前犹豫了好
长时间，还是捂紧了钱袋子

回家 了。
据徐女士介绍，涨价之

前，她家每月的水费是 20
多元，电费40—50元，大米
50斤，食用油10斤，煤气罐
三月两瓶，蔬菜每天10元。
一个月下来大约要花 555

元，如果再加上医疗、养老保
险以及几百钱药钱，每月要
1100元到1200元。而涨价
之后，每月至少要增加
100—200元，才能维持她
们家的最低生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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