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个品类涨价

在聊城市莘县十八里铺镇农产品批发市场，记
者了解到，近期蔬菜价格持续走高，7月中旬到8月
初尤为明显，有的蔬菜价格甚至涨到“春节价”，最
近一周才有下降趋势。

不同品种呈现出不同的走势，其中黄瓜价格居
于高位。王超蔬菜合作社负责人王超告诉记者，最
近他主要收购黄瓜，一天一万公斤，销往河南、安徽
等地。去年同期黄瓜收购价是3.6元/公斤，现在一
级黄瓜收购价是7元/公斤。

莘县蔬菜种植面积100余万亩，年产瓜菜菌500
多万吨，产品主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
市场。走进莘县董杜庄镇张端村蔬菜交易市场，工
人们正将打包好的精品圆茄发往河北高碑店蔬菜
批发市场。“现在圆茄收购价格是每公斤5元，比去
年同期上涨了2元多，运到外地的市场价格得根据
当地市场行情来定。”张端村合作社负责人王涛
说。在莘县燕店镇康庄蔬菜市场，樱桃西红柿的价
格在每公斤6元至8元之间，与今年6月份、7月份相
比变动不大，基本持平。目前是上市淡季，大棚里
樱桃西红柿已经很少，每天外运10万公斤左右，8月
底本地樱桃西红柿会陆续再上市。

在临沂市沂南县苏村镇的北于蔬菜交易市场，
新腾（山东）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郝伦告诉记
者，当日黄瓜的交易量不到10万公斤，截至8月18
日，8月以来交易量共计100多万公斤，相比6月的
1500万公斤、7月的850万公斤，收购量大幅减少。8
月，黄瓜的最高单价达到7元，均价也在5元左右，价
格较6月、7月上涨明显。除了黄瓜，目前沂南蔬菜市
场豆角日上市量为2万公斤，价格在6元/公斤至8
元/公斤间，比去年每公斤高2元；茄子日上市量2.5
万公斤，价格7元/公斤，每公斤较去年高3元。

在寿光市化龙镇，小黄瓜目前的平均价格在每
公斤30元左右，与7月上旬相比环比上涨71%；苦瓜
每公斤7元，环比上涨70%；丝瓜每公斤9元，环比上

涨72%；韭薹每公斤14元，环比上涨68%；香菜每公
斤7元，环比上涨75%。

多因素共同影响

莘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苗纪忠分
析认为，眼下，莘县保护地蔬菜处于换茬期，60%左
右大棚处于空闲或高温闷棚时间，产量较少。此
外，7月中下旬黄瓜等蔬菜价格上涨，还与大范围连
续阴雨造成露地甚至大棚内蔬菜受淹有关，但总体
来看天气对设施蔬菜影响低于露地蔬菜。随着降
雨减弱，蔬菜生产将恢复正常，蔬菜生产能力的提
升将平抑价格波动。

据了解，目前临沂市场收购的蔬菜以黄瓜为
主，除了本地蔬菜，也有不少来自沂水县、莒县等周
边县区的菜农前来交易。郝伦认为，蔬菜价格上涨
的原因主要是供应不足带来的周期性上涨。8月份
是蔬菜生产销售的淡季，生产大宗黄瓜的高效温室
大棚结束，只剩零散的拱棚和露地生产少量的芹
菜、香菜、大葱等蔬菜。

临沂市蔬菜大镇依汶镇，最近一个月可收蔬菜
较少。临沂市沂南县农业农村局蔬菜站负责人董
伟伟表示，以往这个时候上市的多是露地黄瓜，由
于今年高温天气频发，黄瓜黄化病比较严重，当地
菜农改种其他蔬菜，但是产量较低，大多供应了当
地市场。

临沂市兰陵县常年蔬菜播种面积120万亩，产量
达500万吨。相较于6月份、7月份，当前蔬菜价格有
了明显的提升。以黄瓜为例，目前收购价比两个月
前上涨了约50%。兰陵县蔬菜发展中心主任徐晓东
介绍，今年夏季，兰陵县遭遇了较为频繁的降雨，部
分低洼地带的蔬菜田受灾严重。持续性降雨天气对
蔬菜生长不利，导致产量降低，供应量减少。同时，
根据种植习惯及茬口安排，兰陵县夏季蔬菜较少，上
市量较少。此外，受高温天气影响，蔬菜运输成本和
损耗有所增加，也导致批发价格上涨。

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丁习
武认为，进入7月份以来，蔬菜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主要由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季节性上涨。从常
年蔬菜价格波动情况看，每年的7月和8月，山东省
蔬菜价格都处于上涨周期。这个时期，设施蔬菜处
于换茬休棚期，高温闷棚，为下一茬生产做好准备；
越夏露地蔬菜总体播种较少，产量不高，市场供应
量降低，形成“夏淡”，导致价格上涨。二是持续高

温多雨天气不利于蔬菜生长。今年暑期，高温、多
雨天气较常年偏多，病虫害多发重发，蔬菜产能下
降，导致市场供应偏紧，价格上涨。三是由于今年3
月至6月蔬菜价格过低，挫伤菜农种植积极性，播种
面积减少，应季蔬菜产量下降，一定程度上拉升了
蔬菜价格。“处暑过后，天气转凉，天气条件逐渐有
利于蔬菜生长，产能释放，上市量将增加，蔬菜价格
也将逐步趋于平稳回落。”丁习武说。

供应保持稳定

在几家规模较大的市场，记者发现，虽然收购
价格有所上升，但供应量基本保持稳定。

寿光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
心和物流交易中心之一，每年有900万吨蔬菜从这
里运往全国。目前，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日交易量在
5000吨至6000吨间，基本与往年同期持平。为应对
夏季蔬菜“伏缺”，保障群众“菜篮子”，各蔬菜合作
社正加足马力提高进出货速度，缩短蔬菜在市场停
留时间，同时通过周边调运、增加耐储蔬菜、减少损
耗等方式，全力保障蔬菜供应。化龙镇诚麟蔬菜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春宝表示，目前，当地市场每天
蔬菜的交易量在10万公斤左右。每天凌晨3点开
始，周边农户种植的小黄瓜就在这里集中周转发往
全国各地。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都是根据订单
需求当天采摘、即时发货。每批出市场的小黄瓜都
要经过打冷处理，确保能在最短时间及时、新鲜地
运到各地市民的餐桌上。

为确保蔬菜价稳量足，寿光市充分发挥农产品
物流园流通主渠道作用，通过客户资源优势和市场
集聚优势，加大蔬菜品类及到货量的调配力度，引
导商户提高到货量。通过大数据分析及价格指数
预警，监测交易及价格异常现象，对蔬菜价格涨幅
比较大的品种，多渠道增加市场到货量。同时，利
用闲置库房、冷库等加大蔬菜储备，切实保障蔬菜
供应。

为应对各类极端天气带来的市场波动，莘县农

业农村局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及时发布灾
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提醒菜农时刻关注天气变化，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组织农技人员编写农技
指导意见，并第一时间深入蔬菜产区，指导农户开
展生产自救，积极做好农用物资调配和供给，尽最
大努力减少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对蔬菜生产的影
响，保障蔬菜日常供给。

为全力保障蔬菜供应和价格平稳，沂南县农业
农村局专业技术人员增加深入蔬菜产区、基地频
次，加强技术指导工作，指导菜农对温室大棚加装
遮阳网，及时对大棚进行通风降温，加强水肥管
理，同时加强病虫害防治指导，开设农民田间学
校，开展蔬菜绿色防控培训，适当增加秋季蔬菜种
植面积，增加蔬菜供应量。兰陵县引导农户优化
种植结构，合理安排种植茬口，提高蔬菜稳定供应
能力。此外，当地还完善预冷保鲜、冷链物流等配
套设施建设，减少蔬菜采后损耗，降低蔬菜运输成
本，畅通农产品运输通道，提高流通效率。兰陵县
公益性批发市场负责人王广瑜表示，该市场通过
增加冷库储存和提前签订合约的方式，有效保障
了市场的供应。

下一步，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稳价保供？丁习武
认为，首先应该抢种速生蔬菜，增加有效供给。通
过设置遮阳网等措施，增加小油菜、快菜、茼蒿等速
生叶菜的播种面积，快速补充市场缺口。同时，加
强生产管理，提高蔬菜产量。加强水肥管理，有效
减轻高温、多雨等灾害性天气对蔬菜生产的影响。
要综合运用防虫网、杀虫灯、色板、昆虫性诱剂等措
施，绿色防控蔬菜病虫害，并加强市场管理，畅通流
通渠道。此外，还应有效衔接生产端、批发端和零
售端，加强货源的组织调运，增加市场供应，平抑蔬
菜价格。

据《经济日报》作者：王金虎

刘焕明：
你与刘奕歆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解除，青

岛市崂山区青大三路9号33号楼房屋我已经收回，现
通知你自本通知之日起2日内将上述房屋内遗留物
品搬出，否则视为你放弃遗留所有物品的所有权，我
将任意处置，责任由你本人承担。

通知人：刘奕歆
2024年8月26日

通知
青岛美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徐万钊、周庆跃、陈为栋、王道连、张远波诉你单位劳动报
酬纠纷一案（青黄劳仲案字〔2024〕第3572、3573、3574、3575、3598号），因向
你单位直接、邮寄送达相关文书不成，故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开
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本委定于2024年11月21日9时45分在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仲裁庭（青岛市黄岛区玉山路25号维权第二分中心101室）开
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到庭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按缺席处理。

特此公告
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8月26日

公告

青岛星徽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你单位与杨晨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青黄劳人仲案字〔2024〕第5335号仲裁决定书，请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地址：青岛市黄岛区玉山路25号101室）领取仲
裁决定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8月26日

公告

青岛华申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辛海艳诉你单位工伤待遇纠纷一案（青黄劳仲案字〔2024〕

第1227号），因向你单位直接、邮寄送达相关文书不成，故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裁决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地址：青岛市黄岛区玉山路25
号维权第二分中心101室。联系电话：0532-58953779）领取仲裁裁决书，
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8月26日

公告
青岛鑫泽润物流有限公司：

本委依法受理的马国臣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一案（青黄劳人仲案字
〔2024〕第5075号）已处理终结。因向你单位直接、邮寄送达不成，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青黄劳人仲案字〔2024〕第5075号仲裁裁决书，请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双珠路1688号306-1
室，联系电话：0532-86175070）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8月26日

公告

地方裁撤招商部门？
业内人士称：仅为少数

“我们手上已经对接了几个项目，但现在区里
还在观望，也看看其他区是怎么做的，政策究竟还
能不能给，怎么给。”某临深片区地方招商专员葛
毅（化名）对记者表示，目前该地区正对中央近期
出台的几个文件，尤其是8月1日施行的《公平竞
争审查条例》学习研究中，暂时搁置对部分项目的
引进工作，“我了解到的很多地方都在观望，还需
要时间反应。”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没有法律法规依据
或国务院批准，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
此外，7月2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也提出“规范
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
惠行为”。地方层面，上海也在近期发布了《上海市
招商整改任务清单“二十条”》，要求立即清理与税
收挂钩的产业扶持政策，全面禁止“税收优惠政策”
招商行为。

在种种政策的“三令五申”，以及构建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以往作为招商引资重要手
段的税收优惠，或将退出历史舞台，地方政府原
有的招商模式势必要发生深刻变革。由此，近

期有消息称多地开始“裁撤内部招商团队”“取
消基层招商指标”“设立招商公司”等，葛毅对此
表示：“我们这里暂时未接到裁撤等相关通知，
据我了解，各地对于这些信息都还在观望，对于
裁撤招商团队，或者设立招商公司等，还是有不
小争议和分歧的。”

记者采访了解到，对于媒体报道所指的裁撤招
商部门、组建招商公司等地方招商引资的改革举
动，早在这一连串文件下发之前已开始着手实践。
专门给地方政府做招商方案的陈文（化名）告诉记
者，地方改革招商部门不仅因为政策的强监管，更
重要的原因是现有的招商制度缺乏奖惩措施，许多
地方的招商人员缺乏动力和积极性，依靠传统模式
进行招商效果往往不太理想。“所以有些地方就尝
试组建招商公司，以市场化的机制来招揽人才，提
高招商效率。”

但对于有消息称地方取消基层招商指标，陈
文表示：“我走访的几十个地方政府，都没有取消
招商的考核指标，估计这只是极个别现象。”但他
也透露，走访发现，不少地方都表示今年的指标
难以完成，只不过因为中央对各个省的考核没有
变，地方也不敢直接取消指标，所以目前大家都
在观望。

虽然改革招商引资模式是当前全国各地的大
势所趋，但据陈文观察，目前启动改革的地方仍是
少数，“全国3000多个县，启动改革的就100个左

右，而且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大部分仍然以传统的
政府招商为主。”

招商公司悄然兴起
“双轮驱动”效果明显

不允许财政补贴之后，公司制招商成为可能。
记者采访了解到，招商公司这个新型的地方招商引
资平台在江浙地区已悄然兴起。

据介绍，目前浙江省嘉兴市已有8个县（市、区）
设立了市场化招商公司，而嘉善县设立的长三角
（嘉善）招商引才服务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个。天
眼查显示，该公司由嘉善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全资控股，2023年以来，该公司面向市场共发
布了10条招聘信息，岗位覆盖不同级别的招商专
员、项目经理，以及驻外招商人员等，月薪从8000元
—20000元不等。

“一是体制机制更灵活、更市场化，二是更有利
于针对地方优势产业做专业化的招商布局。”陈文
认为，只要激励机制到位，招商效果就可期。根据
嘉兴市商务局的统计，2023年，全市8家招商公司累
计举办招商活动250余场，签约项目120个，落地项
目50个。

毫无疑问，招商公司这种新模式为一些地方的
招商引资工作注入新“血液”，但其真正投入运作也

不过两年，而传统的政府招商在过去数十年的地方
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因此受访人士
普遍认为，招商公司作为地方招商引资多元化、专
业化的有益探索和有效补充，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
招商模式，毕竟从全国范围来看，政府招商依旧是
主流，而政府招商加市场化招商这种“双轮驱动”的
模式也值得研究和参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
志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冷静分析地方的
实际情况，保留和发扬传统招商模式的优势和特
长，尤其对于某些落后地区，传统招商模式的作
用或许更大。”他认为，各地应因地制宜地制定有
针对性的招商模式，既要避免“一刀切”也要防止

“一哄而上”。
此外，从招商公司的招聘成本不难发现，组建

招商公司既考验地方政府财力，也考验公司自身的
运营实力。与此同时，从政策奖补阶段向市场化、
专业化招商阶段过渡，招商工作需要改革的不仅仅
是形式，更是思维方式和逻辑。陈文认为：“取消补
贴之后，大家拼的就是专业、服务，最重要的是营商
环境，如果不能转变思维，就是换汤不换药，效果依
旧不佳。”

基金招商或被强化
创投机构成地方政府招商“最佳搭档”

取消政策奖补之后，除了招商公司这种新模式，
当前流行的基金招商、资本招商或被进一步强化。

“以后招商一靠地方营商环境，包括软硬件的配套、
生产要素、产业资源等；二靠资本，要更加强化基金
招商，靠政府引导基金以投代补。”葛毅对记者表示。

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23年底，中国政府
引导基金数量累计达到2086只，目标募资规模约
12.19万亿元，已认缴规模约7.13万亿元。近些年
来，地方政府成为了创投市场主要的资金来源，同
时国内大部分的创投机构也都成为了地方政府招
商的“最佳搭档”。

深圳一家VC机构募资负责人认为，通过市场
上专业的基金管理人来协助地方，从而发现真正适
合地方产业规划的好项目、好企业，招商引资或将
更精准。“说实话，很多基金管理人只擅长投项目，
并不擅长把项目引入到当地，这就要求基金管理人
不仅要懂项目，还要研究地方产业环境和特点。”

据《证券时报》作者：卓泳 罗曼

菜价“狂飙”？各地全力保障“菜篮子”货足价稳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蔬菜

价格持续上涨。近日，记者走访了
蔬菜供应大省山东的多处产区，了
解蔬菜价格变动情况及其原因。

地方探索多元化招引路径，招商公司悄然兴起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发布的多

个文件，都指向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制
度，打破过去拼土地、拼税费、拼补贴的

“内卷式”招商格局。近期有消息称，山
东、江苏、安徽等省份已经有地区开始
裁撤地方招商部门、取消基层招商指
标，以及探索建立招商公司等新的招商
引资模式。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实际上在中
央发布多个文件之前，一些地方已经开
始探索改革招商引资模式，但整体占比
不算大。一位为地方政府做招商方案
的专业人士对记者表示：“从县域来看，
真正启动改革的区县还不到5%，建立
招商公司的更是凤毛麟角，但改革是大
势所趋，目前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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