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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冬至!晚上吃豆腐"

喝老母鸡汤是传统习惯# 记者

昨天了解到! 除了豆腐" 香葱
外!就数老母鸡卖得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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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街买鸡的老年人

特别多!科巷农贸市场的一名
鸡贩子说!一周来!前来买鸡
的市民络绎不绝!每天销量接
近 !""只!昨天的销量居然达
到了 !#" 只左右$ 记者了解
到!南京的一些家禽批发市场
生意火爆!由于货源不是很充

足!甚至出现了抢购老母鸡的
场面$ 货源紧俏!鸡价也嗖嗖
往上涨$ 南京弟兄家禽贸易市
场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三黄
鸡卖到了 $ 元%斤%$!! 元%斤!

红毛鸡 $!& 元%斤%$!' 元%斤 !

而来自秦皇岛& 河南和苏北的

老母鸡清一色涨到了 !(!# 元%

斤$昨天!南京应天家禽批发市
场和弟兄家禽市场两家老母鸡
的到货量大约 ("车!共计两万
只左右! 基本上是货一到就被
抢光了! 如果你想在其中挑选
最好的老母鸡!价格要卖到 !)

元%斤$ 由南农大开发的金陵黑
鸡价格最高!昨天竟卖到了 #*

元一只!每斤约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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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天随机采访了几

名 )"多岁的市民! 他们知道
今天是冬至!知道冬至要吃豆
腐! 但他们从来不过冬至!和
平时一样$ 一些市民说!他们
晚上经常不在家吃饭!冬至也
是如此$而年纪较大的市民蒯
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家每年都

很重视冬至!这天晚上先要祭
祖!然后吃香葱炖豆腐!求个
平平安安!最后是喝老母鸡汤

进补$ 蒯先生说!他说不出什
么道理!但他知道在冬至这一

天!也就是头九!是用鸡汤进
补的最好时机!几乎所有上了
岁数的老南京今天都会这么
做$东南大学教授陶思炎解释
说!由于到了冬至就开始'进
九(! 寒冷的天气要持续很长
时间!人体的生物规律也开始

进入'养人(的阶段#当时人们
吃豆腐除了认为可以补脑之
外!豆腐还有'陡富(的含义#

此外!因为狗肉&羊肉是暖性
的!尤其适合冬季食补# 而一
九一只鸡的习俗!更是由于营
养和美味被人们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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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思炎说! 其实冬至在冬

天是一个大节! 就像夏天有端
午! 秋天有中秋一样# 殷周时
期! 规定冬至前一天为岁终之
日# 冬至实质上相当于今天的
春节!是新年的开始#后来实施
夏历! 但冬至一直排在二十四
个节气的首位! 有 '冬至大似

年(的说法!称之为'亚岁(# 但
由于冬至和春节靠得太近!不
少习俗被挪到春节! 包括立春
的一些习俗也都统统让位于春
节#随着时代的变迁!冬至被春
节取代!而原先'大似年(的说
法也已经成为过去!一些传统

的习俗被淡化# 如今能够被保
留下来的就剩下吃豆腐&进补
等习俗# 南京大学民俗专家陈
竟表示!一些民俗淡化是很自
然的!为什么年轻人热衷于过
圣诞) 因为生活质量提高了!

生活方式也变了!年轻人有年

轻人的想法!不奇怪# 现在有
很多老南京还记得过冬至!不
忘吃豆腐&喝鸡汤等!是值得
庆幸的# EFG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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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物价局发出通知，严禁各种哄抬价格的行为
昨天，市民陈女士到南京

新街口一家大超市买食用油，

一看每桶油的价格起码涨了
十几块钱，可促销人员依旧一
个劲儿地劝她：“多买两瓶，春
节还要再涨价！”再看其他商
品如大米、猪肉等，价格也一
点没降。显然，想借节日“卖个
好价钱”的商品还真不少。针

对此类现象，江苏省物价局昨
日下发《关于加强粮油副食品
价格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级价格部门加强粮油价格
监测，加大市场巡查，保证粮
油市场价格秩序的稳定，严禁
各种哄抬价格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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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部分地区粮油副食

品价格上涨的现象也引起了
省政府的高度关注。省政府领
导在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
下发的 1!11月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通报上批示：“元
旦、春节将至，各地要加强对

粮食、成品油、蔬菜、煤炭等涉
及群众基本生活的重要商品
市场价格监测，切实做好粮油
副食品供应工作，妥善安排低
收入群众的生活，保持社会稳
定。”就落实省政府领导批示
精神，物价部门部署了一系列

措施保证物价稳定。

UVWXY=Z[\T]

当前，各级价格部门正密

切关注两大节日期间市场价
格变化，重点加强对与群众生
活关系密切的粮食、食用油、
肉禽蛋、水产品、蔬菜、成品
油、液化气、煤炭等重要商品
价格的监测，坚持实地采价，
提高监测频率，增加监测网

点，加强分析预测，安排节日
值班，确保全省价格监测网络
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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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监测数据，物价部门

还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配合和
重点企业的联系，客观分析重
要商品市场供求情况，科学判
断市场价格走势，对可能引起
节日市场价格波动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及时向地方党委、
政府和上级价格部门反映，切

实做好预警预报工作。必要时，
可启动价格应急预案，确保信
息报送及时，渠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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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全省各市都还有一些

需要调价的商品和服务项目，
但在两节前后，省物价局将严
格控制出台调价项目，两大节
日期间原则上不出台或尽量少
出台涉及民生的提价项目。确
需出台的，要严格按照定价权
限，切实履行定价程序，认真做

好宣传解释，经地方政府同意
后，方可稳妥出台。同时，要采

取相关配套措施，把对低收入
群体的补贴落实到位，确保城
镇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水平不因
价格调整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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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节前后，全省物价部门

还将加大对价格违法行为的
打击力度，及时查处各种乱涨
价、乱收费和价格欺诈、牟取
暴利的行为，重点整治铁路、
公路、民航春运客运和旅游、
餐饮、景点、医疗服务等行业
的价格秩序，保持良好的节日

价格环境。特别是对粮油副食
品市场价格，将着重加强对大
型超市、粮油批发市场的价格
引导，坚决打击粮油市场的价
格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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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江苏省物价局发
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全

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
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2.0%，
涨 幅 仅 次 于 1月 份 的
2.5%，成为 11个月以来
“涨幅第二高”。1~11月
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累计上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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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月相比，11月份，全

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小幅

回升，上涨0.4%。具体居民消费
品和服务价格有升有降，其中，

面粉、粮食制品、油脂、肉禽及其
制品、蛋价格分别上涨1.9%、
1.6%、8.3%、3.2%、0.3%，带动食
品类价格回升，环比上涨1.0%；
交通和通讯类价格与上月持平；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
格下降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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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这句话

在价格指数上得到了最生动

的体现。特别是11月份，食品
类价格大幅上涨，直接拉动了

物价指数的上升。当月食品类
价格同比上升 4.1%，涨幅仅
低于 1月份的 5.4%，比 10月
份高2.8个百分点，比去年同
期升幅高1.3个百分点，推动
价格总水平上升1.4%。

值得一提的是，受小麦价

格回升影响，面粉价格今年以
来首次出现上涨，涨幅为
1.9%；粮食制品涨幅也扩大为
3.9%，比上月增加0.8个百分

点。由于原料价格上涨的传导
作用，本月食用植物油价格在

上月止跌回升的基础上，上涨
12.6％，涨幅比上月扩大11.6
个百分点。肉禽及其制品价格
也首次止跌回升，上涨5.9%，
其中，猪肉、鸭价格首次高于去
年同期水平，分别上涨6.7%、
8.8%；鸡、鲜蛋价格涨势增强，

同比上涨14.7%、16.5%，涨幅
分别比上月扩大10.3和9.8个
百分点。 rst u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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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冬至!晚上吃豆腐&

喝老母鸡汤是传统习惯# 记者

昨天了解到! 除了豆腐& 香葱
外!就数老母鸡卖得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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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街买鸡的老年人

特别多!科巷农贸市场的一名
鸡贩子说!一周来!前来买鸡
的市民络绎不绝!每天销量接
近 !""只!昨天的销量居然达
到了 !#" 只左右# 记者了解
到!南京的一些家禽批发市场
生意火爆!由于货源不是很充

足!甚至出现了抢购老母鸡的
场面# 货源紧俏!鸡价也嗖嗖
往上涨# 南京弟兄家禽贸易市
场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三黄
鸡卖到了 $ 元%斤%$!! 元%斤!

红毛鸡 $!& 元%斤%$!' 元%斤 !

而来自秦皇岛& 河南和苏北的

老母鸡清一色涨到了 !(!# 元%

斤#昨天!南京应天家禽批发市
场和弟兄家禽市场两家老母鸡
的到货量大约 ("车!共计两万
只左右! 基本上是货一到就被
抢光了! 如果你想在其中挑选
最好的老母鸡!价格要卖到 !)

元%斤# 由南农大开发的金陵黑
鸡价格最高!昨天竟卖到了 #*

元一只!每斤约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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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天随机采访了几

名 )"多岁的市民! 他们知道
今天是冬至!知道冬至要吃豆
腐! 但他们从来不过冬至!和
平时一样# 一些市民说!他们
晚上经常不在家吃饭!冬至也
是如此#而年纪较大的市民蒯
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家每年都

很重视冬至!这天晚上先要祭
祖!然后吃香葱炖豆腐!求个
平平安安!最后是喝老母鸡汤

进补# 蒯先生说!他说不出什
么道理!但他知道在冬至这一

天!也就是头九!是用鸡汤进
补的最好时机!几乎所有上了
岁数的老南京今天都会这么
做#东南大学教授陶思炎解释
说!由于到了冬至就开始'进
九(! 寒冷的天气要持续很长
时间!人体的生物规律也开始

进入'养人(的阶段#当时人们
吃豆腐除了认为可以补脑之
外!豆腐还有'陡富(的含义#

此外!因为狗肉&羊肉是暖性
的!尤其适合冬季食补# 而一
九一只鸡的习俗!更是由于营
养和美味被人们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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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思炎说! 其实冬至在冬

天是一个大节! 就像夏天有端
午! 秋天有中秋一样# 殷周时
期! 规定冬至前一天为岁终之
日# 冬至实质上相当于今天的
春节!是新年的开始#后来实施
夏历! 但冬至一直排在二十四
个节气的首位! 有 '冬至大似

年(的说法!称之为'亚岁(# 但
由于冬至和春节靠得太近!不
少习俗被挪到春节! 包括立春
的一些习俗也都统统让位于春
节#随着时代的变迁!冬至被春
节取代!而原先'大似年(的说
法也已经成为过去!一些传统

的习俗被淡化# 如今能够被保
留下来的就剩下吃豆腐&进补
等习俗# 南京大学民俗专家陈
竟表示!一些民俗淡化是很自
然的!为什么年轻人热衷于过
圣诞) 因为生活质量提高了!

生活方式也变了!年轻人有年

轻人的想法!不奇怪# 现在有
很多老南京还记得过冬至!不
忘吃豆腐&喝鸡汤等!是值得
庆幸的# ExG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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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物价局发出通知，严禁各种哄抬价格的行为
昨天，市民陈女士到南京

新街口一家大超市买食用油，

一看每桶油的价格起码涨了
十几块钱，可促销人员依旧一
个劲儿地劝她：“多买两瓶，春
节还要再涨价！”再看其他商
品如大米、猪肉等，价格也一
点没降。显然，想借节日“卖个
好价钱”的商品还真不少。针

对此类现象，江苏省物价局昨
日下发《关于加强粮油副食品
价格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级价格部门加强粮油价格
监测，加大市场巡查，保证粮
油市场价格秩序的稳定，严禁
各种哄抬价格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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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部分地区粮油副食

品价格上涨的现象也引起了
省政府的高度关注。省政府领
导在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
下发的 1!11月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通报上批示：“元
旦、春节将至，各地要加强对

粮食、成品油、蔬菜、煤炭等涉
及群众基本生活的重要商品
市场价格监测，切实做好粮油
副食品供应工作，妥善安排低
收入群众的生活，保持社会稳
定。”就落实省政府领导批示
精神，物价部门部署了一系列

措施保证物价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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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级价格部门正密

切关注两大节日期间市场价
格变化，重点加强对与群众生
活关系密切的粮食、食用油、
肉禽蛋、水产品、蔬菜、成品
油、液化气、煤炭等重要商品
价格的监测，坚持实地采价，
提高监测频率，增加监测网

点，加强分析预测，安排节日
值班，确保全省价格监测网络
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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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监测数据，物价部门

还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配合和
重点企业的联系，客观分析重
要商品市场供求情况，科学判
断市场价格走势，对可能引起
节日市场价格波动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及时向地方党委、
政府和上级价格部门反映，切

实做好预警预报工作。必要时，
可启动价格应急预案，确保信
息报送及时，渠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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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全省各市都还有一些

需要调价的商品和服务项目，
但在两节前后，省物价局将严
格控制出台调价项目，两大节
日期间原则上不出台或尽量少
出台涉及民生的提价项目。确
需出台的，要严格按照定价权
限，切实履行定价程序，认真做

好宣传解释，经地方政府同意
后，方可稳妥出台。同时，要采

取相关配套措施，把对低收入
群体的补贴落实到位，确保城
镇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水平不因
价格调整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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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节前后，全省物价部门

还将加大对价格违法行为的
打击力度，及时查处各种乱涨
价、乱收费和价格欺诈、牟取
暴利的行为，重点整治铁路、
公路、民航春运客运和旅游、
餐饮、景点、医疗服务等行业
的价格秩序，保持良好的节日

价格环境。特别是对粮油副食
品市场价格，将着重加强对大
型超市、粮油批发市场的价格
引导，坚决打击粮油市场的价
格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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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江苏省物价局发
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全

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
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2.0%，
涨 幅 仅 次 于 1月 份 的
2.5%，成为 11个月以来
“涨幅第二高”。1~11月
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累计上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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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月相比，11月份，全

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小幅

回升，上涨0.4%。具体居民消费
品和服务价格有升有降，其中，

面粉、粮食制品、油脂、肉禽及其
制品、蛋价格分别上涨1.9%、
1.6%、8.3%、3.2%、0.3%，带动食
品类价格回升，环比上涨1.0%；
交通和通讯类价格与上月持平；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
格下降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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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这句话

在价格指数上得到了最生动

的体现。特别是11月份，食品
类价格大幅上涨，直接拉动了

物价指数的上升。当月食品类
价格同比上升 4.1%，涨幅仅
低于 1月份的 5.4%，比 10月
份高2.8个百分点，比去年同
期升幅高1.3个百分点，推动
价格总水平上升1.4%。

值得一提的是，受小麦价

格回升影响，面粉价格今年以
来首次出现上涨，涨幅为
1.9%；粮食制品涨幅也扩大为
3.9%，比上月增加0.8个百分

点。由于原料价格上涨的传导
作用，本月食用植物油价格在

上月止跌回升的基础上，上涨
12.6％，涨幅比上月扩大11.6
个百分点。肉禽及其制品价格
也首次止跌回升，上涨5.9%，
其中，猪肉、鸭价格首次高于去
年同期水平，分别上涨6.7%、
8.8%；鸡、鲜蛋价格涨势增强，

同比上涨14.7%、16.5%，涨幅
分别比上月扩大10.3和9.8个
百分点。 rst u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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