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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京华时报消息 苹果公司近日

发布《2011 年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

首度承认其在华供应商联建（中国）科

技有限公司 137 名工人“因暴露于正

己烷环境，健康遭受不利影响”。目前，

已有 58 人认同鉴定结果，在离职后获

得 7 万元

～

14 万元的补助金；56 人回

到工作岗位。

据调查，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7 月， 联建公司模组五课在作业场所

开始使用价钱更便宜的“正己烷”替代

酒精等清洗剂进行擦拭显示屏作业。

联建公司共发现 137 名疑似正己烷中

毒的员工， 后经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诊断为正己烷中毒的共 101 人。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蔬菜销区的市场

集中度越来越高，而产区仍然主要依靠农

户一家一户分散生产，产区和销区之间的

蔬菜流通主要依靠许多小运销商完成，小

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十分突出。

我国蔬菜产销格局中，市场价格垄断

程度高， 产区和销区之间信息传导滞后，

导致了生产的盲目性，以致出现蔬菜供给

局部过剩和局部短缺的现象交错， 产区

“卖难”和销区“买难”的问题并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副院长郑风田认为，政府应当通过政策引

导、资金投入和服务体系建设，发挥其不

可替代的作用。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玉玺认为，现行的产销格局，要求

各地政府统筹规划， 布局建设蔬菜基地，

加强产销衔接， 建立农产品市场信息网

络，避免盲目生产。

(据新华社 2 月 20 日电)

年初以来，我国大中城市菜价普遍上涨

流通成本上升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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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大中城市蔬菜价格

持续上涨，百姓的刚性支出上升，一些

中低收入群众感受尤其明显。

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菜价走高？这一

势头能否得到遏制？新华社记者在蔬菜

主产区海南和主销区北京等地，对当前

蔬菜的产销流程进行了跟踪采访。

调查发现，我国蔬菜生产总体上能

够满足消费需求，菜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并非供需矛盾。

现状 菜价普涨局面基本形成

▲ ▲ ▲

15 日上午，记者在海口市龙昆南农贸

市场遇到了刚刚买完菜的冯桂霞。 听了记

者的采访意图，她直率地说：“过去肉贵还

可以吃菜，现在菜价都快赶上肉价了。 ”

海南是冬季瓜菜的主产区，百姓也吃

不到便宜菜， 更不要说蔬菜自产率只有

20%左右的北京市了。

据北京市农业局信息中心分析，纵观

菜价走势，可以确定菜价普涨的局面基本

形成。 一旦蔬菜价格被推到新的水平，在

通胀和其他产品价格上升的环境下，难以

回落到前期的水平。

▲ ▲ ▲

探因 流通成本上升是重要因素

记者获悉，目前我国年蔬菜需求量约

6.02 亿吨。 统计显示，2010 年，我国人均蔬

菜占有量达 470 多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

多 200 多公斤，完全可满足市场需求。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所长杜

永臣表示，当前菜价波动有非生产环节的

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副院长郑风田分析说，蔬菜产销环节最多

有十多个，流通成本上升，是蔬菜价格上

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顾兆学告诉记者，北京蔬菜供

应的 70%至 80%来自外地， 每天运到新发

地的外地菜达 1300 万到 1400 万公斤。 由

于蔬菜产区、销区分离，加上长距离运输，

必然会增加流通成本。

与此同时， 蔬菜产区一旦遭受干旱、

低温、台风、热带风暴和持续强降雨的袭

击，销区遭遇雨雪天气，导致蔬菜运输受

阻等，也会引发菜价突发性上涨。

▲ ▲ ▲

支招 稳定菜价要靠产销“接头”

据中广网消息 据中国之声 《央

广新闻》报道， 19 日结束的上海 2011

年 2 月份私车额度拍卖会结果显示，

本月上海私人、 私企客车额度投标拍

卖价格大幅上涨， 拍卖均价和最低价

双双突破了 4.4 万元， 均比 1 月份增

长近 6000 元。。 一块小小的铁牌却价

值四五万元， 被戏称为“世上最贵铁

皮”。

据了解，去年 12 月，车牌月平均

中标价曾经跌至 15970 元， 随后的 1

月份均价又回升到 38771 元。 对上海

车主来说 ，1 万多元买车牌的日子已

经一去不复返。

上海车牌拍卖价

破 4.4 万元

被称“世上最贵铁皮”

苹果供应商

101 名员工确诊中毒

58人拿补助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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