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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苹果由涨及落
今年以来，物价太贵的舆论不绝于耳，特别水果、蔬菜分别出现大

幅上涨，引发广大市民热议，究竟何时能实现“水果自由”？
8月13日，官方回应了。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岳修虎表示，随着

时令水果上市，特别是苹果和梨的主产区生产形势很好，丰收在望，预
计后期水果的价格会进一步回落。

记者14日从宁波水果市场了解到，随着新果上市，市民最关心的苹
果价格终于跌了。

时令水果上市 价格有所回落
从这几个月宁波市区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上，不免能看出

些许水果由涨及落的端倪来——
5月份，鲜果价格同比上涨28.5%；6月份，涨幅更是达到44.9%，

是2010年以来单月最高。
对此，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作出解读：这主要是受天气影响，上

半年，苹果、梨等主要鲜果减产，市场供应减少，出现经销商提价现
象，导致价格涨幅较大，比如6月份，苹果和梨平均每公斤价格达到
19.44元和17.93元，推动了鲜瓜果整体价格的涨幅扩大。

记者走访中，不少水果店店主表示，农业素有“靠天吃饭”一说，
今年气候有点异常，加上水果价格完全由市场调节，出现一定幅度波动
在所难免。此外，老百姓吃得越来越讲究了，车厘子、牛油果成新宠，
水果消费越来越“精品化”，消费升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价格上行。

但到了7月份，鲜瓜果33.3%的涨幅虽然仍居高位，但比上个月回落
了11.6个百分点。不失为水果降价的好信号！8月至10月是南北方各类
水果集中收获的时期，葡萄、梨、苹果、猕猴桃、柿子、柑橘等水果将
陆续大量上市，随着水果供给总体充裕，将拉动水果价格继续回落。

西瓜、苹果价格回落 成销量大户
在鄞州区海宁街的一家水果店里，市民张小姐正在选购西瓜，“前段

时间西瓜要4元多一斤，买一个都要四五十元，掏钱的时候肉疼，现在
价格每斤1元至3元，到可接受的范围了。”在水果店里，记者发现，西
瓜已成为销量大户，“现在二茬、三茬瓜上市，价格回落，购买的人自然
也多了，我这家店的西瓜一天就能卖个四百斤，七八箱。”

而市民最为关心的苹果价格，也出现了回落的情况。艾特鲜果店的
孙老板告诉记者，相比5月的高位，时下苹果的价格回落了1元左右。
85#~90#品质的红富士，如今的批发价在每斤6.5元至7元之间，70#~
80#的批发价在5.5元至6元之间。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宁波市宁蔬果品市场总经理陈振保的印证。他
告诉记者，目前批发市场里“老苹果”的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以
红富士为例，5月的价格维持在8元/斤，如今的均价为7元/斤，嘎啦果
的价格更低。“早期价格偏高，是由于去年富士苹果和鸭梨主产区受冰雹
和霜冻灾情影响，座果率低，减产20%，导致早期价格比往年高出许
多。现在新果上市了，如嘎啦果等，价格自然回落。”

除了新果上市，外部游资撤离也是苹果价格回落的原因之一。“新果
上市，冷库中的老果再不卖，肯定滞销，降价是必然手段。”陈振保透
露，随着部分外部游资撤离，苹果的销量也日益红火，一天的销量可达
60吨，其中嘎啦果的销量可占40%。

葡萄降价迅猛 市民可敞开吃
除了苹果、西瓜外，梨和蜜瓜的价格也所下降。本地梨的价格已降

至2元左右一斤，而蜜瓜的价格也降到了3元多一斤。换言之，市民“水
果自由”的品类扩大了。但在走访中，记者发现葡萄成为此次降价的

“黑马”。
“湖南、青岛、甘肃等地产的夏黑葡萄5月还是15.8元/斤，现在6.99

元/斤。”海宁街水果店员告诉记者，价格可谓是断崖式下跌，一天也能
销售7.5公斤。

同样，艾特鲜果店的孙老板表示，夏黑葡萄的销售在他们店里表现
也很一般，“不过，在促销团购等多种方式的刺激下，本地甬优葡萄销量
猛增。批发价大约3元一斤，单店一天能卖出800斤。”

他告诉记者，之所以甬优葡萄降价如此“迅猛”，与台风“利奇马”
不无关系。“此次台风给宁波的葡萄产业带来了重创，不少农田受淹，大
棚倒塌、变形，农户抢收，朋友圈里到处都在卖葡萄，价格自然下降。”

记者 谢斌 王心怡

全国首笔水库防洪超蓄保险理赔发放

15日，奉化区横山水库收到了全国首笔水库防洪超
蓄保险理赔共近百万元。受超强台风“利奇马”影响，
奉化区横山水库短时间内水量激增，8月10日10：12，
平台监控显示水库水位已触发111.17米起赔线，中国太
保产险宁波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理赔流程，于10：32先
行支付预赔款项50万元，仅用时20分钟。目前，保险公
司的理赔款已经全部发放到位。

一个月前，太保产险宁波分公司与横山水库管理局
签署了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防洪超蓄救助保险合作协
议，横山水库成为全国首个落地试点水库防洪超蓄救助
保险的大中型水库。保险方案采用指数化设计，以权威
公正的水库水位线数据作为理赔依据，只要水位线上涨
超过保单载明的赔偿触发条件即可秒获赔款。

记者 徐文燕

台风过后尽显银行担当

水灾刚过，银行纷纷出手，一显灾后重建的责任担
当。据悉，鄞州银行东吴支行第一时间来到受灾严重的
东吴镇生姜村查看灾情，参与支援，员工身穿蜜蜂志愿
队红背心，积极加入救灾重建工作，一面和军人们一起
把堵塞的垃圾和污水处理干净，一面又赶着去生姜村进
水的老人家里帮忙打扫卫生。

同一时间，姜山支行员工走访了姜山镇范围内的行
政村和养殖、种植的农户，了解台风带来的经济损失，
尽可能为农户的灾后重建提供金融支持。除此之外，鄞
州银行潘火支行还及时帮扶受灾农户、小微企业主、个
体工商户等迅速恢复生产，特别推出抗灾版支农宝、农
合贷、蓝领通等产品，给予利率优惠，授信环节简便，
走绿色通道放款速度快。

记者 崔凌琳 通讯员 盛敏芝

泰隆银行鼎力支持灾后重建

不论风雨之中还是劫难之后，都有一股正能量在积
极传递。泰隆银行的灾后援建在“利奇马”尚未走远之
际就已启动。

据悉，泰隆银行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推出“灾
后援建专项贷款”助力受灾群众重建家园，支持受灾企
业恢复生产，总金额达5亿元。且为受灾民众开辟了“绿
色通道”，快速响应，优先办理，最快30分钟放款，迅速
支持受灾群众。该行人士表示，灾后援建，刻不容缓。
用普惠之力帮助受灾群众尽快重建家园，是普惠的责
任，也是社会的大爱。 记者 崔凌琳 通讯员 张伟

学子变身“金融讲师”走进田头乡间

记者日前从建行宁波市分行获悉，该行“金智惠民，
乡村振兴”宁波学子下乡实践活动趁暑期启动。本月伊
始，一支年轻、充满活力的金融讲师队伍分头进驻我市宁
海、象山、奉化、余姚以及慈溪等5个区县（市）下辖乡

村，给各地村民、企业带去金融知识普及、金
融诈骗防范、金融消费维权等金融服务宣讲。

据悉，经过“建行大学”的专题培训，学
子们俨然一副“金融讲师”模样，一上台便是
一堂声情并茂的金融课，一下台则成业务娴
熟、经验丰富的银行专员。该行人力资源部何
娜表示，为了解决地方语言沟通问题，活动特
地将“讲师团”分为驻地小分队和任务小分
队，人数共计60有余。 记者 崔凌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