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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中国邮政首次面向公众限量发行长达 5 米的“清

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这是中国邮票史乃至世界邮票史上最大

的邮票，堪称国宝！ 面世当日，凡是亲眼看到的人，都震惊无比，

一位集邮 30 多年的老邮迷感慨地说：“天哪，这邮票足足有两层

楼那么高，比我家的楼层还要高啊！ ”

首次采用超长超宽特种丝绢，世界邮票史上最大的邮票藏品

《清明上河图》作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镇馆之宝，三大展

馆同时展出，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强烈轰动，其承载着中华文明的

博大精深与无穷奥妙。“清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是中国百年邮

票史上的创举，更是世界邮坛的明珠。 中国邮政首次采用高科技

微喷技术， 严格按照故宫博物院馆藏真迹等比例制作发行九枚

邮票连横印， 在超长超宽特种丝绢上创造性地以 5 米的邮票形

式完美呈现《清明上河图》的绝世风采。 这在我国邮票印制史上

是头一次，收藏机会百年难遇，未来价值难以估量！

今日的国宝大邮票，将来的“80 猴票”

中国邮政 1980 年发行的第一版生肖猴票，2011 年香港邮票

专场拍卖会上以 149 万元成交，3 年上涨 120 万倍，而“清明上河

图国宝大邮票” 是中国邮政一百多年来第一次破例发行的全长

5 米超大规格国宝邮票，全部展开相当于 30 多个整版猴票，如此

权威又特殊稀有的大邮票，超低的发行价格，千载难逢的收藏机

遇，抢到就是赚到！

以小钱换大钱，不让昨日的遗憾再次上演

2003 年，上海春季拍卖会，一幅丝绢版仿制品《清明上河图》

拍出 300 万元的天价，轰动一时；2004 年，一幅黄牛皮制作的《清明

上河图》皮影定价 113 万元。“清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收藏的不仅

是巨型邮票，更是千年国宝名画，不管是留给子女还是送给亲朋好

友，将来都是以小钱换大钱，不要让昨日的遗憾再次上演！

重要提示：“清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由中国邮政权威授权，

北京市邮票公司出品，全国限量发行 3000 套，全国统一发行价

2980 元∕套。发行方提醒广大收藏爱好者，我市配额仅限 50 套，

随时可能断货，抓住机遇，先定先得。

鹤壁市唯一指定授权发行处： 新区兴鹤大街 221 号市新华

书店一楼收藏中心（徐福祥饭店南侧）

订购专线：0392-3376676� 15516666178

▲

“清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部分展示

中国邮政权威批准发行 北京市邮票公司监制

中国邮政5米“清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发行公告

“青歌赛可以帮更多爱唱歌的年轻人圆

梦，大家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我、提升

自我。 我希望这次比赛能发掘更多新人，让

咱们鹤壁的文艺舞台上出现更多新面孔。 ”3

月 22 日，第一届青歌赛冠军、鹤壁职业技术

学院高级讲师郭山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么

说。

谈起参加第一届青歌赛的经历，郭山雨

回忆道：“当年报名前我很犹豫，后来单位替

我报了名，我就开始积极准备了。 当初，我准

备了好多首歌曲，每天至少用 3 个小时来练

歌。 很多歌只有静下心唱的时候，才能体会

到其中不一样的味道。 ”

“我记得比赛前看过一个视频，一位著

名歌唱家初登舞台时特别紧张，其父就开玩

笑地说，上台后不要关注评委和观众，就当

下面都是老家地里的萝卜头， 放开唱就行

了。 ”郭山雨笑着对记者说，这段视频让他放

松了不少，经过精心准备，他最终凭借一曲

《把自己献给党》 摘得鹤壁市第一届青歌赛

的桂冠。

谈到参赛需要注意的地方， 郭山雨说，

唱歌不能一味地展示技巧，“华丽的高音背

后往往是掩饰不住的虚弱，音乐不仅反映具

象，更重在表现，如果歌者仅仅是把声音唱

出来，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工匠。 音乐的自

由特性给人无限的发挥空间，歌者基于个人

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自由发挥，同一首歌不同

的歌者唱出的味道不同。 ”

对于选手们关注的比赛要点，郭山雨建

议，选手上台时要注意自己的形体、服装和

歌曲的搭配， 上台前最好能找机会练习一

下， 可以在社区或家人面前多表演几遍，群

众的眼睛是最直观的。 另外，选手对歌曲节

奏、音准、曲调、曲风的把握很重要，但自己

唱的歌曲首先要能打动自己，然后才能打动

听众，打动评委。

采购地大葱两元一斤，市民买时 4 元一斤

菜价到底在哪个环节涨了？

□

晨报见习记者 席适之 / 文 记者 张志嵩 / 图

采购地：蔬菜进价比年前涨了三成

3 月 20 日，记者走访四季青农产品批发

市场时，蔬菜批发商韦女士告诉记者，她经营

的蔬菜有十几种，一般从新乡、郑州、安阳等地

进货， 也有一些菜是从浚县蔬菜生产基地进

的。 为了了解蔬菜的流通过程，21 日，记者与

韦女士所在的蔬菜批发团队一起到新乡市牧

野蔬菜批发大市场采购，其中小王负责采购。

当天上午 10 时左右，记者来到新乡牧野

蔬菜批发大市场。尽管是阴雨天气，但前来进

货的车辆仍络绎不绝。 几辆大货车正停在一

旁装货，一袋袋蔬菜被装上车，堆得像小山一

样，工人们正在用绳子加固。

“今年蔬菜市场行情变化快，几乎每天都

得跑一次。 ”负责采购的小王对记者说，他们

必须实时掌控蔬菜价格信息。

“洋白菜批发价多少？ ”小王问批发商。

“一块二（每斤），要多少？ ”批发商说。

“五六百斤吧。 ”小王说。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批发商最终以 1.0

元 / 斤的价格卖给小王 8 袋洋白菜，共计 584

斤。 之后， 小王又采购了 600 多斤长豆角和

400 多斤鲜葱。 小王说，以往一斤大葱进价只

有几毛钱，现在涨到 2 元 ~2.5 元。 担心菜卖

不出去， 每次的进货量也从以往的两三千斤

下降到现在的不足 1000 斤。

“鲜葱多是从福建进的， 也有少数本地

葱，山东的葱还没上来，所以贵。 ”新乡牧野蔬

菜批发大市场一位批发商对记者说， 蔬菜的

进价与年前相比，平均涨了三成。

随后， 记者打探了新乡牧野蔬菜批发大

市场一些常见蔬菜的批发价：干葱 1.3元 / 斤

~2.0 元 / 斤、 鲜葱 2.0元 / 斤~2.5 元 / 斤、洋

白菜 1.0 元 / 斤、长豆角 2.5 元 / 斤。

我市批发市场：平均每斤涨 0.7 元

“批发的蔬菜一般在一两天内能全部卖

完， 价格也会根据我市蔬菜市场的行情进行

调整。 ”韦女士说，考虑摊位承租费，还有人

工、运输等各项费用，采购到我市的蔬菜每斤

会加价 0.4 元到 1.5 元不等。

韦女士跟记者算了一笔账， 按每次采购

1.5 吨蔬菜、一天内全部卖完计算，毛利润不

到 1000 元， 然后除去往返新乡需要的油钱

（大概200 多元），还有每月分摊的摊位费，团

队里一共有 5 个人，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每天

收入在 100 元左右。“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

况，一旦蔬菜滞销，我们就有赔本的风险。 ”韦

女士说。

韦女士说， 他们的蔬菜卖给超市或大型

饭店是批发价格，卖给散户是零售价，零售价

比批发价每斤高 0.2 元 ~0.5 元。

记者在四季青农产品批发市场内打探到

一些常见蔬菜的批发价： 干葱 1.7元 / 斤~2.0

元 / 斤、鲜葱 2.7元 / 斤~2.9 元 / 斤、洋白菜

1.5 元 / 斤、长豆角 4.0元 / 斤~5.5 元 / 斤。

“一斤葱 4 元！ 这也太贵了吧？ ”22 日

上午， 市民贺女士在新区华夏南路一大型

超市买菜时抱怨。记者发现，该超市内大葱

的零售价为 3.98 元 / 斤， 个头较大的，一

根葱就得 3 元左右。 在新区淮河路东一家

超市内，大葱的价格是 4.5 元 / 斤。

不少市民表示，春节过后，菜价涨得厉

害，而且很不稳定，“今天卖 3 元一斤的菜，

可能过了一夜，就涨到 3.5 元一斤了。 ”贺

女士说。

“长豆角怎么比批发市场贵那么多？ ”

记者看到华夏南路该大型超市内长豆角的

价格为 6.98 元 / 斤，就问超市工作人员。

“超市的人工和场地成本本来就远高

于批发市场，再说，虽然蔬菜进超市前我们

已经挑过一次，但为了保证品质，蔬菜上架

前，我们还要挑一次，然后再清洗、包装、上

架。 ”该工作人员说，一些未能售出的蔬菜

最后还会被丢弃， 损耗费用也需要计算在

内，所以比较贵。

“蔬菜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价格再高

也要买。 ”多数市民对高菜价表示无奈。

记者在该超市看到， 洋白菜的零售价

为 2.38 元 / 斤、 芹菜的零售价为 2.28 元 /

斤，与蔬菜批发市场的价格相比，每斤又涨

了 1 元左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在目前全国蔬

菜市场价格普遍偏高的大背景下， 蔬菜销

售偶尔会出现“不正常”现象。

四季青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商张先生

称，他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越是偏贵的菜

越“火”，越是廉价的菜越易受人“冷落”。就

拿长豆角来说， 本来价格就偏高， 货量也

少，但不少人询问了所有蔬菜的价格之后，

还是会采购长豆角，而且一买就是十几斤。

对这种情况， 张先生分析：“一个人看

到别人买了某种菜，就会问价格，太贵了大

家就会聊，聊来聊去这种菜就成了焦点，一

传十、十传百，买的人也就多了。 但这种情

况只是特例，因为价格高，我们不能大量进

这种菜，还得等卖完了才能再进货。 ”

“估计 4 月下旬以后，气温回暖，气候

条件有利于蔬菜生长， 本地与外地的蔬菜

大量上市后，价格会适当走低。 ”一位有多

年经验的蔬菜批发商对记者说，“按照以往

的经验，目前蔬菜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

菜价上涨是暂时的，不会持续太久。预计到

5 月份，菜价就会逐渐趋于正常。 ”

近日不少市民反映，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我市的菜价上涨了不少。 3 月 20 日、21 日、22 日，记

者对新乡牧野蔬菜批发大市场、我市四季青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终端菜市场、超市内的蔬菜价格进

行了走访，调查蔬菜价格持续攀高的原因。

超市零售价格：平均每斤再涨 1 元

少数消费者“越贵越买”，蔬菜价格有望 5 月回落

“按照往年菜价走势，春节以后菜价有

波动是常事， 但今年春节后菜价的上涨趋

势有些出人意料。 ”常年从事蔬菜批发的杨

先生分析 ，“造成目前菜价上涨的主要原

因，一是去年春季洋白菜、芹菜、大葱等蔬

菜价格较低， 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菜难

卖’的情况，今年不少农户不再种植这些品

种，这些菜的种植面积大幅减少，价格自然

就会上涨。另一方面，春节后北方持续低温

天气影响蔬菜的正常生长，产量下滑了。 ”

杨先生表示， 以涨幅最明显的大葱为

例，大葱行情 2010 年和 2011 年不太好，坏

行情导致葱农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 今年

农户种植大葱的面积减少，“加上格外漫长

的低温天气，延缓了春季大葱的上市日期，

大葱亩均产量也出现下滑。 在山东大葱已

经没货的情况下，只好把安徽、浙江、上海、

江苏等地的大葱调往北方市场，弥补空缺，

价格也一路飙升。 ”杨先生说。

“种子、肥料、人工、燃油等成本都在涨

价，增加了蔬菜成本。 ”杨先生称，除了这些

原因，“产量降低” 这个消息也被一些批发

商利用，个别蔬菜越炒越热，经过一个个流

通环节，菜价越来越高。

菜价高的原因：产量下滑，成本增加

先要打动自己

才能打动听众

———访第一届青歌赛冠军、鹤

壁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郭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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