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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近期，牛肉价格持续大幅下
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国家统
计局 12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5 月份，牛肉价格同比下降
12.9%，价格跌至去年以来新低。

如何看待本轮牛肉价格下
跌？未来还会“跌跌不休”吗？记
者日前分赴北京、湖南、福建等
地，聚焦牛肉价格形势和市场供
应，走访有关部门、养殖大户和
权威专家，回应社会关切。

价格跌至去年以
来新低

事实上，早在去年 2 月，国
内牛肉价格就开始走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
2月份，牛肉价格由 1月份同比
上涨 0.9%转为下降 1%。自此，
牛肉价格“一蹶不振”，同比降幅
整体呈逐月扩大之势。

从批发市场看，农业农村部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月 11日，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牛肉平均
价为 60.76元/公斤，较今年 1月
1 日 的 71.46 元/公 斤 下 降 了
15%。

记者实地走访多地商铺、批
发市场了解到，牛肉价格大多有
不同程度下降，有的地方甚至逼
近猪肉价格。

“最近牛肉批发价是近年来
最便宜的，每斤在30元至32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 8元左右。”在
湖南长沙红星全球农产品批发

中心，从事牛肉批发近 20年的
商户傅圣龙说。

多地商超开展形式多样的
促销活动。“年初卖 40多元一斤
的牛肉，现在降了 10元左右。”
北京牛街清真食品超市售货员
金女士说。

一些商户告诉记者，按照往
年市场行情，节假日期间，牛肉

价格会小幅上涨，但今年“五
一”、端午假期期间，牛肉价格均
未抬升。

不过，记者走访也发现，部
分高端品牌牛肉价格未出现大
幅波动。

“我们卖的是山东鲁西黄
牛，肉质较好，市场认可度高，很
多客户专门来店里买。”北京鲁
润牛羊肉直营店销售员胡先生
说，当前客源基本稳定，定价不

会受到太大影响。
另外，与动辄超10%的牛肉

价格降幅相比，牛肉熟食、牛肉
干等包装肉制品价格跌幅相对
不明显。安徽的孙先生一直在某
电商平台选购牛肉制品，他告诉
记者，年初至今，常买的牛肉熟
食每斤只降了 2元左右，牛肉干
价格基本也没变。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出于分摊前期成本、维护品牌形
象等方面考虑，包装肉制品价格
相对稳定。在一定时期内，商家
很少会大幅调整标价，但多会采
取促销方式向消费者让利，相应
产品价格会有小幅下降。

价格缘何走低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牛肉市

场供应充足，叠加牛肉消费整体
回落，是本轮牛肉价格走低的主
要原因。

一方面，肉牛存栏和进口快
速增加，供应相对过剩。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
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说，
2019 年以来肉牛存栏持续增
长。跟猪肉相比，牛肉价格一般
比较坚挺，因看好牛肉消费市场
行情，叠加多地出台支持政策，
全国很多肉牛养殖户纷纷增加
存栏。

截至 2023 年末，全国牛存
栏 10509 万头，比上年末增加
293 万头。今年一季度，全国肉
牛出栏1199万头，牛肉产量186
万吨，同比增长3.6%。

牛肉进口也在增加。海关总
署数据显示，今年前 4个月，我
国进口牛肉 100万吨，同比增长
22%，其中 4月份进口 22万吨，
同比增长 23%。“当前牛肉供应
已处于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朱
增勇说。

“和国内相比，国外肉牛养
殖以草饲为主，具有成本优势，
进口白条牛到岸价基本为国内
批发价的一半。年初以来，牛肉
贸易商看好国内消费需求，签订
合同增加，价格相对便宜的进口
牛肉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对国内
肉价形成较大冲击。”朱增勇说。

另一方面，牛肉消费需求不
旺，与替代品消费价格下降有
关。

相对于供给端的快速增长，
牛肉消费增速则趋于平缓。有关
数据显示，去年全年，中国牛肉
消费量为 1027 万吨，增长 4%，
增幅处于低位水平。

朱增勇说，今年以来，猪肉、
鸡蛋等替代性动物蛋白价格整
体处于低位，带动市场消费增
加，相应造成牛肉消费需求减
少。上半年国产牛肉和进口牛肉
消费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价格持续下跌令消费者欢
喜，但让不少养殖户感到压力。

未来走势如何

朱增勇表示，跟去年下半年
牛肉供给仍在增加不同，经过不
断消化，当前可供屠宰的活牛小
幅缩减，下半年牛肉供应面有望
收窄。此外，按照往年惯例，秋冬
季属于牛肉消费旺季，下半年消
费有望实现季节性增长。

“尤其要看到替代品猪肉价
格持续反弹，5 月份，猪肉价格
环比上涨1.1%，同比上涨4.6%，
涨幅较上月扩大。当前，生猪供
应过剩局面基本得到扭转，下半
年全国猪价将进入季节性上涨
通道，这将有助于刺激牛肉消费
需求，给牛肉价格带来一定程度
的提振作用。”朱增勇说，但综合
来看，下半年牛肉供给仍将处在
高位，牛肉价格重新进入上涨通
道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新华社

价格跌至去年以来新低

牛肉价格为何“大跳水”

一段时间以来，“消失的课
间 10分钟”“厕所社交”“能不能
玩萝卜刀”等有关学生社交游
戏、体育活动等话题屡屡挑动大
众神经，这背后，是学校承担着
越来越重的安全责任。记者在基
层采访时，众多一线教师和教育
管理者反映：学校往往承担着

“无限责任”，大家都“生怕孩子
在学校出事，一出事就是学校的
问题”。

学生“伤不起”
学校越来越“胆小”

记者采访多位中小学校长、
教师了解到，由于责任分担机制
不明晰，“伤不起”现象长期困扰
学校。

前段时间，在东部省份某小
学，一名学生下课玩耍时跳起来
摸门框，碰巧其他同学关门，因
此眼眶受伤。“本来责任应各自
承担一半，但受伤的孩子家长硬
要对方全责，还威胁说要告学
校。”班主任告诉记者，家长认为
孩子只要在校内受伤，学校就有
责任，应赔偿医药费、精神损失
费等。

除了在校内发生的、直接与
学校有关的事故，还有与学校无
关的事，有个别家长也将责任归
咎于学校，要求学校赔偿。

在采访时，西部一位基层教
育部门相关负责人透露一件事：
当地此前曾有一名学生在家中
轻生，警方介入调查后排除他
杀。学生家长在整理遗物时发
现，5 年前，这名学生在日记中

表示，他不喜欢某位老师。随后，
家长以此为理由，向学校索赔。
为平息事件，学校最终不得不赔
偿了15万元。

学生走路不慎扭伤了脚，上
体育课不慎擦破了皮，参加运动
会扭伤了腰……在校园中，即使
安全工作做得再细致、再扎实，
也难以完全规避意外发生。

多名教师反映，出于安全考
虑，学校要求孩子们下课期间不
能冲跑，高楼层学生课间尽量少
下楼玩，同时篮球、足球等对抗
性体育活动组织频次降低。“体
育锻炼以跑步、跳绳、羽毛球等
柔性活动为主。”江西一小学班
主任说。

一位乡村学校校长告诉记
者，孩子们能走出校园探索的机
会本就不多，目前学校通过购买
保险等方式加强保障，但仍然很
担心学生在校外研学时意外受
伤，举办此类活动越来越“胆
小”。

教师变“安全员”
“安全形式主义”抬头

随着近年来校园安全越来
越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不
少地方将安全管理任务向学校
加压，甚至催生出“安全形式主
义”苗头。

记者采访发现，部分地方在
校园安全管理过程中“重形式、
轻内容”，一些政策在落地执行
中扭曲变形。

2023 年 11 月，广东湛江市
徐闻县一小学要求所有学生戴

头盔上下学，“连走路、坐小车的
也要戴”，此事引发舆论争议。徐
闻县教育局回应称，“戴头盔进
校园”的对象是乘坐摩托车或电
动车的学生及家长，该校在推广
过程中要求“过于严格”，已通知
学校进行整改。还有教师反映，
寒暑假学校里没有学生，但安全
检查还是要照常进行；一个学校
出现安全事件，所有学校都要

“吃药”。
此外，不少学校安全教育

“走过场”，难以入脑入心。西南
地区一初中班主任说，学校通常

会制作一些安全主题的PPT，让
班主任展示给学生看并拍照上
传，“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当个
背景，拍完照就不管了”。

一些基层教师反映，现在不
仅要教学生知识，肩上的“安全

担子”也越来越重，甚至挤压了
正常教学活动时间。

安全锁链
“捆”住了谁

面对持续增压的校园安全
责任，除了一些学校出现的“课
间圈养”现象，近几年部分学校
体育课课时减少，春游、秋游和
社会实践被取消，学生的活动时
间一再被压缩。

多名受访对象指出，“无限
责任”会束缚学校的手脚，甚

至 导 致 学 校 采 取 如“ 课 间 圈
养”等违背基本教学规律的举
措，最终影响的还是学生身心
健康。

目前，已有多地针对校园安
全管理出台政策举措。例如福建

推行中小学校方责任保险，并加
强学校安全意识和安全教育；重
庆将推进校园硬质防冲撞设施
建设纳入 2024年校园安全保卫
重点目标任务，筑牢校园安全第
一道防线。

受访教育人士认为，学校要
承担安全责任，但不能被无限放
大。应综合施策优化校园安全管
理，帮助校长们卸下心头沉重的
包袱。

一是适度给学校“松绑”。受
访基层教育工作者呼吁，将学校
从“无限责任”中解脱出来，加强
校家社协同，广泛开展安全教
育，进一步提升学生自主管理能
力，引导社会对学生在校行为形
成正确的安全观和责任观，释放
学校发展活力。

二是健全风险分担机制。福
建泉州晋光小学校长曾旭晴等
表示，根据统一招投标标准，当
前校方责任保险主险为每生每
年保费 5元，附加校方无过失责
任险每生每年保费 3元。建议提
高校方安全责任险的标准，让保
险覆盖面更广、赔偿力度更大。
同时，学校还需持续在日常管理
中形成更加规范健全的安全预
案和应急管理机制。

三是科学划分安全责任。徐
银波等建议，司法部门可就校园
侵权责任案件公示一批指导性
判例，联合教育主管部门等进校
园普法，进一步厘清安全责任划
分边界，引导基层学校依据法律
法规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护航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

据《半月谈》

如何看待校园“无限责任”——

学生“伤不起”，学校越来越“胆小”

学生们在体育课上进行抛绣球比赛

北京牛街一家牛肉商铺北京牛街一家牛肉商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