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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抑菜价“一元菜”再现江城 

寒冰 

受暴雨的影响，蔬菜市场价格呈现上涨趋势，为平抑蔬菜市场价格，保障蔬菜市场供应，武汉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城郊范围

内对 4 个蔬菜品种实行“限价销售”。 

指定包菜、白萝卜、土豆、冬瓜 4 个品种为“限价销售”蔬菜品种，执行“限价销售”的门店 4 个蔬菜品种零售价格均

不得高于 1 元／斤，“限价销售”的超市和蔬菜直通车每日“ 4 个品种”总备货量不少于 2000 公斤，社区蔬菜便民店每日“ 4 

个品种”总备货量不少于 1000 公斤，同时确保全天营业时间内不缺货、不断档。 

蔬菜价格整体上涨 

“豆角 8 元一斤，包菜 4 元一斤，价格比一个月前高出不少。” 7 月 15 日，住在后湖的市民张先生算了一笔账，同样

一桌子菜，花的钱要多近四成。 

记者走访南湖、岳家嘴、水果湖等地菜场了解到，与暴雨之前相比，大多数蔬菜价格不同程度上涨，叶菜涨幅最高甚至翻

了一番。物价部门相关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武汉截止 7 月 25 日蔬菜均价 3 . 9 元，比去年同期 3 . 07 元高出许多。 

暴雨给菜老板带来的影响也不小。在南湖北苑市场卖菜的严女士告诉记者，因为摊位较高，暴雨并没有影响到摊位上的菜，

但给她家菜地造成严重损失，大部分蔬菜被淹，尤其是叶子菜。“叶子菜不好保存，像白菜、觅菜这些，淹了就没了。”严女士

说，暴雨前菜价基本稳定在两三元钱一斤，暴雨后差不多翻了一倍，连白菜价格都在每斤四五元之间波动。 

主要经营肉类的刘女士说：“暴雨没有影响到肉价，但我的损失还是很大。” 7 月 6 日下暴雨时，积水漫过了刘女士摊位

的柜台，冰箱因为长时间泡水报废了，冷藏柜也出了问题，损失达几千元。即便如此，刘女士称肉价没有太大变动。 

刘女士隔壁主营粮油酱料的吴老板称，食用油的价格也基本保持不变，但因为店面渍水，放在地面的货物基本报废，损失

渗重。 

“江城菜价涨了，因为白沙洲菜市场淹了。”这几天这样的说法记者时有耳闻。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对白沙洲市场进行了

探访。 7 月 4 日，白沙洲大市场门前，齐膝深的积水阻隔了进入的通道，记者无奈趟水进入市场。“目前市场上大部分菜是来

自云南、河南等地，本地交肠菜供应很少。”白沙洲大市场信息中心主任王莉解释，本地近郊的蔬菜供应因为暴雨大量减产，好

在由于信息扩散快、交通便捷，不少外地货源过来了。 

据王莉介绍，目前每天蔬菜供应量 3500 多吨，尽管达不到之前 《 洲犯屯至 4500 吨的水平，但日常供应能够确保。“八

九成本地菜淹了，剩下一到两成这太阳一晒也没了。”白沙洲市场内一蔬菜商行负责人安卫彪表示，蔬菜泡了水，在高温天气里

根本不经放，就连好菜都卖不掉。“基本上都是半休息状态了。”他无奈地表示，因为主营本地菜遭遇暴雨重创，除了一些常客

靠调外地菜满足需求外，其他的业务能推就推。 

随后记者一行辗转奔赴皇经堂集贸市场。来自东西湖的菜农毛大利脚下只有两堆苦瓜，他和旁边同行聊天打发着时间。毛

大利告诉记者，往常卖 5 角到 8 角一斤的苦瓜，现在卖 2 元，涨了 3 倍。“八成苦瓜都淹死了，连秧苗都淹死了。”毛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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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在一旁接腔。接下来，毛大利计划继续种一些白菜这样的快生菜，并实行套种计划，种觅菜的同时种苦瓜，希望能减少

一点损失。 

据皇经堂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7 月 5 日的批发平均客单价为 3 . 76 元／公斤，去年同期是 3 . 2 元／公斤。本

地菜因暴雨冲击仅有东西湖部分产地供应，批发价格更是翻了一番，综合外地蔬菜，该市场蔬菜整体批发价格较此轮降雨前涨

了两至三成。 

“一元菜”上架 

在中商平价曙光店，记者看到“一元菜”已正式开卖。 4 个标着“ 0 . 99 元”的价格标签格外醒目。 7 月 13 日早上 8 

点半，“一元菜”摊位旁已围满了选购的市民，其他蔬菜摊位略显冷清。“这土豆便宜了一半，卖相也好。”家住附近的曲爹爹挑

完土豆后，还买了不少冬瓜和包菜。他告诉记者，这段时间蔬菜的价格太高了，“现在外面菜场的土豆 2 块多一斤，昨天这超

市的土豆还卖 1 . 98 块一斤。没想到今天真的降到了 1 块，这个政策出台得好。” 

“今天一整天，我们已经在货架补了 20 几次货，后面切冬瓜的师傅手就没停过。”武商量贩洛瑜路店生鲜主管陈斌告诉记

者，截至下午 6 点，店里每种特价菜销量在 400 斤， 4 种特价菜共销了 1 500 斤左右。今早暴雨来袭，让“一元菜”销售

量没有达到预期，未来几天销量至少上涨 50 % ，周末可能会更多。陈斌说，超市已经备好充足的“一元菜”，并持续供给，

保证 20 天内不断供。 

在超市里刚挑完土豆的陈爹爹告诉一旁的婆婆：“你看那旁边的花菜、苦瓜、丝瓜，叨阶不是要三四块钱一斤啊？这土豆可

以清炒又可以酸辣，能蒸能炸，几划算咧！”记者看到，限价蔬菜销售摊位上，蔬菜都比较新鲜，没有烂菜销售情况。 

武昌区的中百仓储水果湖购物广场是 150 个限价销售点之一。购物广场的包菜、土豆、白萝卜、冬瓜这些限价蔬菜的柜台

前人流涌动。 

“土豆今天一天的销量已经达到了 1000 公斤，和平时相比销量至少翻了一番。其它的三个菜种也都比平时销量多出 300 

公斤左右。”中百仓储水果湖购物广场负责农产品销售的李经理说。白天光土豆就进了接近 2000 斤，现在又准备进货。“这些

限价蔬菜买的实在是太火爆了。”她感叹。 

在中商平价光谷店里买菜的退休工人韩先生忙的不亦乐乎。他说，自己早上买了 35 斤，现在又过来买。“这个价格很合理，

高了城市的人买不起，低了农民吃亏受苦。”他说。 

“我光一上午就换上了十几次菜了。而且为了确保菜品的供应，每天主管和店长者哈一整天进行巡视。”中百仓储光谷购物

广场的菜场工作的徐女士说。 

据了解，本次蔬菜“限价销售”时间暂定为 2016 年 7 月 13 日到 7 月 22 日，为期 10 天，由于受前期连续多轮强降

雨导致大面积蔬菜基地受灾、菜价上涨影响，武汉市农委决定将限价销售的“一元菜”销售期限延长至 8 月 1 日。武汉市将

在全市范围内的中百仓储、武商量贩、中商平价、家乐福、大润发五家大型超市和蔬菜便民店（蔬菜直通车）安排“市政府指

定蔬菜限价销售点” 150 个。 

多种措施进一步企稳 

记者从武汉市农委获悉，武汉市已组织江夏、黄破、蔡甸等城区抢种 10 万亩蔬菜。其中 4 万亩快生菜于 7 月底陆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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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届时江城菜价将进一步企稳。  

6 月 19 日以来，特大持续强降雨使武汉农业基础设施受损，大面积农田受渍，畜舍倒塌，塘堰鱼池漫溢，全市所有涉农

区都不同程度受灾。其中， 30 多万亩在园蔬菜绝收，供应短缺造成菜价上涨。为保证菜篮子保供稳价，武汉动员扎跋市场外

购蔬菜，同时启动蔬菜“补贴限价销售”，在 150 个超市实行限价销售，限价品种每斤 l 元。 

武汉市农委蔬菜专家朱林耀介绍，夏季武汉本地蔬菜一般占市场供应量六成左右。受降雨影响， 7 月初本地蔬菜占比一度

下跌至两成。为确保供应，农技人员分赴各区指导农民抢种蔬菜 10 万亩，其中 4 万亩为快生菜。对快生菜，农委按每亩 100 

元标准给予补助； 6 万亩其他蔬菜，按每亩 50 元标准给予补助。 

据了解， 10 万亩抢种蔬菜平均亩产 1500 公斤到 2000 公斤，总产量 15 万吨到 20 万吨。武汉每天需求量 6000 吨左

右，这批蔬菜可供应 25 天至 30 天，将有效平抑因暴雨造成的价格波动。 

此外，为持续加大市场供应，武汉市白沙洲、四季美、皇经堂三大蔬菜批发市场采取免收进场费、包装费、过磅费和补贝

占购菜等方式，吸引外地蔬菜供应商进场交易。武汉市农委还派人到云南、山东、甘肃和省内宜昌、恩施等地组织货源，确保

每天外采蔬菜 1 000 吨以上。  

7 月 22 日，湖北省物价局显示，全省蔬菜价格较 21 日小幅回落，监测的 13 种蔬菜 3 涨 10 降。淡水鱼价格稳中有降，

粮油价格稳定，猪肉价格跌多涨少，鸡蛋价格稳定。 

监测显示，22日，13种蔬菜平均价格与 21日比小幅下降，但降幅不大。记者了解到，13种蔬菜 3涨 10降，平均价格每斤

2.53元，与 21日相比均价下降 0.78％。 

与 6月 16日（入梅前监测日）相比，蔬菜平均价格上涨 12.44％。其中，小白菜涨价 71.13%，青椒涨价 51.93%，黄瓜涨价

34.94%，大白菜涨价 25.83%，茄子涨价 24.46%，豆角涨价 22.48%，包菜涨价 19.47%，芹菜涨价 17.88%，萝卜涨价 12.40％。 

据气象部门预计，7月底前，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利于本地蔬菜抢种补种和外地蔬菜调运，预计蔬菜价格将持续小幅

下降。 

淡水鱼价格也呈现稳中有降趋势。22日，草鱼、胖头鱼、鳃鱼价格分别为每斤 7.26元、7.41元、10.78元。与 21日相比，

草鱼价格持平，胖头鱼、鳃鱼价格分别下降 0.27％、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