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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畜牧局要求各地
对奶业情况实行周报制

2014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奶业
出现卖奶难现象。自8~9月山东等
地报道倒奶现象后，我省自9月份也
陆续接到新乡等地一些奶农反映卖
奶难，个别农户因合同到期、乳品企
业限收或质量安全不符合企业要求
等多种原因遭拒收。昨日，记者从河
南省畜牧局了解到，目前我省卖奶难
现象是局部的，现已督促企业履行合
同、稳定收购，采取致函、电话联系等
多种方式加强与乳品加工企业的沟
通，帮助解决卖奶难问题。

据了解，近日省畜牧局专门下
发了《关于积极协调生鲜乳销售稳
定奶业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各
地畜牧部门对奶业情况实行周报
制，密切关注生鲜乳产销动态，积极
协调乳品加工企业稳定生鲜乳收
购，维护奶农利益，加强指导和服
务，帮助奶农渡过难关。

“此次出现卖奶难是受大环境
影响所致，主要原因是国际乳制品
价格下降和进口数量增加，同时也
与国内对国产乳制品消费信任度不
够有关。”省畜牧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我省奶业生产总体稳
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
产销动态，加大工作力度，积极帮助
奶农协调解决卖奶难问题，防止卖
奶难问题扩大蔓延。”
郑州晚报记者 肖雅文

上周五，沪深股市玩了一把过山车表
演。午盘，沪指从下跌25点的位置一路飙
升，盘中一度上涨110点，拿下3400点大
关。下午2时30分，就在股民准备欢度周
末之际，沪指开始砸盘跳水表演，半小时
抹去120点，终盘反而以下跌8点收市。

这个行情，不仅新股民看呆了，就
连有着20年炒股经历的资深股民，也大
呼“坑爹”。一会是文艺片，一会是爱情
片，一会是喜剧片，一会是恐怖片。一
天之内，股市几次变脸，实属罕见。

周末，围绕着上周五的行情，好事者纷
纷猜测震荡原因何在？大致分析的结果
是，有人提前知道了上交所批准两类基金
实行T+0交易并开展期权交易试点的消
息，或者赌周末要降息，于是，庄家开始狂
拉金融股。然而，至下午2时30分，有人得
到消息，保监会将禁止险资为A股融资，并
且周末不会降息，于是空头借机砸盘。

周末，股民心中忐忑，各种利多利
空消息纠缠在一起，接着是各种辟谣，
不仅险资参与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
正常运行，就连网络盛传的注册制改革
座谈会消息也不实。

然而，长期以来，股市的谣言经常被
证明是真的。业内人士揭秘，厕所与股价
异常波动往往有极大关系。不少上市公
司在召开董事会，讨论重大事项的时候，
常常会有监管部门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官
员不请而至，要求旁听会议。由于这些人
掌握实权，可以决定上市公司命运，所以
企业无法拒绝。在会上得知重要内幕信
息后，不等会议结束，就有人争着上厕所，
然后上市公司的股价就开始波动。

事实上，很多消息是从股市相关的
管理部门如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出
来的，这就更值得引起注意。想当年，

“327 国债期货事件”，傻乎乎地迷信市

场的万国证券，自然不是掌握内幕消息
中经开的对手。

厕所，历来不登大雅之堂。街边的公
厕，不光有淫秽的涂鸦，还有暧昧电话，还
会让人联想到偷拍、同性交友等。但是，
把厕所与操纵股市的“临时指挥部”联系
起来，这显然是对于厕所的抬爱了。

内幕交易不仅侵害普通投资者权
益，也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近年
来，内幕交易案件屡见不鲜。内幕交易
监管的难点主要在于取证难。这就要
求，证监会要不断加大人员与科技投
入，进一步提高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
欺诈发行等各类证券违法犯罪线索的
快速发现能力，有效实现对各类证券违
法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同时，也要严
查相关监管部门的内鬼，防止把厕所当
成操纵股市的“临时指挥部”的丑陋现
象重演。郑州晚报记者 徐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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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持续弱势调整
三大驱动因素仍将继续博弈
暂别年初强势，近期A股重现弱势，
昨日沪指更一度跌破3200点整数
位。与此同时，两市盘中震荡呈现加
剧态势。展望后市，作为股市三大驱
动因素，基本面、资金面和政策面仍
将继续博弈。

IPO压力骤增
A股持续弱势调整

本周伊始，新股发行再度启动，全
周 22 只新股相继申购。在 IPO 压力骤
然增大的背景下，A股延续弱势调整。

昨日，上证综指低开低走，盘中一
度跌破 3200 点整数位，收盘报 3229.32
点 ，跌 幅 为 1.71% 。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11285.18点，跌幅为0.35%。

与昨日的弱势调整相比，前一交易
日的“过山车行情”显然更让股民们心
悸。9 日，上证综指盘中快速拉升，创
下3404.83点的5年新高。就在部分投
资者准备追高之际，沪指突现“跳水”，
一路跌破两大整数位，最终以 3285.41
点“绿盘”报收，盘中振幅达到4.17%。

数据显示，2014年11月24日至2015
年1月12日的34个交易日中，上证综指
有12个交易日涨跌幅在2%以上。同期，
沪指有16个交易日盘中振幅超过3%。

巨幅波动的背后，多空因素正面交
锋。进入2015年来，其激烈程度有增无减。

新年伊始宏观数据表现不佳，继
PMI 指数创下近 18 个月最低值后，PPI
指数连续 34 个月负增长。新股发行如
期而至，但一周22家公司密集申购的节

奏着实出乎市场预料。
不过，不利因素积聚的同时，积极

因素也值得关注。
一方面，伴随金融衍生品市场建设

提速，股票期权将于 2 月 9 日亮相内地
股市，“破冰之作”定位于上证 50ETF 期
权。另一方面，备受关注的沪港通开闸
后，“深港通”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比照
沪港通效应，深市低估值蓝筹股也有望
从跨境双向投资的进一步开放中受益。

展望后市，作为股市三大驱动因素，
基本面、资金面和政策面仍将继续博弈。

按照多家机构的预测，2015 年 GDP
增速或调降至 7%~7.2%，经济下行压力
不可小觑。基本面“偏冷”格局短期内难
以改变，在上市公司盈利增速方面或体
现为“缺乏亮点”。

与基本面相比，资金面明显偏暖。
2014 年 CPI 创五年新低，为货币政策进

一步放松打开空间。
政策面上，全面深化改革将在“十二

五规划”收官之年继续推进，已经成为市
场的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股指攀上五年
高位，股民尤其是杠杆投资者情绪变得
益发敏感。一个多月来A股盘中受多空
传言影响屡现剧烈震荡，一定程度印证
了市场心态的脆弱。据新华社电

多空激烈交锋 盘中频现宽幅震荡

驱动因素继续博弈 市场心态脆弱

我市蔬菜价格
步入季节性上行通道

据郑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监测
结果显示，上周纳入监测范围的 51
种商品中，蔬菜价格季节性上扬，监
测的 18 种蔬菜的综合批发均价为
4.7 元/公斤，周环比（下同）上升
4.4%。由于货源地四川蔬菜种植面
积缩减，供应量下降，导致市场上部
分来自四川的蔬菜价格上涨。如青
笋批发均价 2.6 元/公斤，环比上升
8.3%，较去年同期价格上涨 117%。
后期随着气温的下降，预计到春节前
后我市蔬菜价格将持续高位运行。

鸡蛋的零售均价上周为 10.25
元/公斤，环比下降1%，白条鸡均价
15.87 元/公斤，环比下降 0.2%。预
计短期内我市鸡蛋价格仍将低位
持稳。和禽蛋同样总体持稳的还
有桶装食用油价格和零食的零售
价格，目前粮食的零售价格为 5.57
元/公斤，环比上涨0.7%。其中小包
装大米零售价格为5.98元/公斤，小
包装面粉零售价格为4.61元/公斤，
环比均稳中微升。随着天气转冷，
粮食消费需求上升，预计后期我市
粮价或有稳中走高趋势。

上周猪肉的零售价格为 24.31
元/公斤，环比上涨0.6%。预计后期
随着气温下降及节日临近等因素
影响，猪肉进入消费旺季，价格或
将上扬。郑州晚报记者 徐智慧

昨日，记者
从省发改委了解
到，自1月12日
24时起，93号
汽油最高零售
价每升5.88
元，下调每升
0.14 元；97
号汽油最高零
售价每升6.21
元，下调每升0.15
元。汽、柴油消费税单
位税额每升分别提高
0.12元和0.10元。
郑州晚报记者 徐刚领

据悉，去年7月以来，在国际原油价
格持续走跌的影响下，国内成品油零售
价格也出现罕见的“12连跌”局面。

此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幅度，是按照
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综合考虑 1
月 12 日前 10 个工作日国际市场原油平
均价格变化情况以及国内成品油消费税
提高等因素计算确定的。2014 年 12 月
底以来，受国际石油市场供应充裕，需求
乏力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油价震荡下
行，1月12日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继

续回落。按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测
算，汽、柴油价格每吨可分别降低395元
和380元。

据了解，根据1月12日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印发的《关于继续提高成品油
消费税的通知》规定，自1月13日零时起
汽、柴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每升分别提高
0.12元和0.10元，折合每吨影响汽、柴油
价格分别少降 215 元和 150 元。两个因
素相抵，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180元和230元。

“三次调整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
油价可以‘任性跌’，但传统石化能源消
费却不能‘任性’。”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
尚希说，目前国内能源资源依旧处于短
缺，不足以支撑“敞开口”的能源消费。

刘尚希说，消费需求增加、能源使用
效率低等原因也加剧国内能源资源短缺。
2013年我国能源消费量占全球22.4%，但单
位GDP能耗却是美国的3.5倍、日本的7
倍，也高于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加剧了对

能源安全的威胁。此外，要实现永久的
“APEC蓝”，也需要通过引导成品油消费，
抑制机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青认为，上调
成品油消费税，增加的税收有助于缓解
国家财政的支出压力。从两部门通知
看，新增收入重点用于支持治理环境污
染、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促进节约能源和
鼓励新能源发展，对于加快我国经济转
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据新华社电

■新闻链接 油价“任性跌”但消费不能“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