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天吃水果先辨温凉

水果不仅美味可口， 且富含糖
分、维生素、微量元素、丰富水分，很
多人都爱吃。 不过，眼下天气寒冷，

面对“冷冰冰”的水果，有人怕刺激
胃干脆不吃，有人用微波炉加热
后再吃却又担心破坏营养成分，

还有人认为冬天就应该吃热性水
果。

荔枝是被误解为“热性”的平性
水果

水果的性味与物理的凉热是两
个概念，所有水果在冬天都显得“冷
冰冰” 的， 但热性水果终究是热性
的；而有些寒性水果，就算煮熟了，

也依然是寒性的。张教授表示，要根
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适合的水果，

譬如，如果体质偏寒性，就不适合吃
寒性、 凉性的水果， 如果是热性体
质，就不适合再吃热性水果，否则容
易助长体内的热。

寒性的水果有猕猴桃、柿子、甘
蔗、柚子、香蕉、西瓜等；一些饭店送
的餐后水果是一盘冰西瓜， 这在冬
季就显得不合时宜。 凉性的水果有
苹果、梨、枇杷、杨桃、橙子，生菱角
等；不过，菱角煮熟后则是温性的。

平性的水果有荔枝、橘子、菠萝、山
楂、葡萄、草莓、椰肉、橄榄、李子；其
中，荔枝常被误解为是热性的水果，

其实它是平性的， 只不过人们的习

惯性以为水果普遍是凉性的， 与之
相比荔枝就显得偏热了。 温性的水
果有桃子、梅子、樱桃、杨梅、大枣、

石榴、桂圆、椰汁等。 热性水果的典
型代表是杏子。

冬天吃水果怕冷？ 可榨成汁在
水里温一下

水果最常见的吃法自然是生
吃，也可以煮粥、羹来吃，还能做成
果干、蜜饯。 张效禹教授表示，水果
无论性寒性热， 冬天生吃在物理属
性上都凉凉的， 因此脾胃不好的人
不适合冬天生吃水果； 有些人因此
就不吃水果了，也没有必要。吃之前
可稍许加热一下，如用微波炉“转一
转”，但切忌加热过度，否则会损伤
水果中的维生素

C

；有条件的话，冬
天不妨把水果榨成汁或打成浆，在
水里温一下，对维生素

C

的破坏相
对少一些。

此外， 吃水果时要注意避免与
所用药物产生冲突， 最好向医生进
行咨询， 例如， 如果正在用温补的
药，万一吃了很凉的水果，就会冲淡
药性。吃水果也和吃食物有关，人们
常说柿子、螃蟹不能同时吃，这样就
太寒了，殊不知猕猴桃是寒性水果，

也不宜和螃蟹同吃， 可见在辨明水
果性味后要懂得举一反三。

（贞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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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乳企 12 月起产品提价 5%~8%

液态牛奶频繁涨价背后
� �

近日，多家乳企宣布将于
12

月
起对牛奶产品提价

5%~8%

，而随着
年内各乳企相继对液态奶产品进行
频繁提价， 也将一直以来困扰国内
乳业的奶荒问题一并揭开。 奶牛养
殖积极性不高和国内市场对原奶需
求量激增等原因造成空前严重的奶
源紧张局面，旋即成为了目前国家、

乳企、 奶农和消费者等多方不得不
面临和解决的棘手问题。

奶源出现严重缺口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奶源供

需严重失衡，截至今年年底，全国居
民消费总量需求达

4600

万吨， 但原
奶供给仅有约

4170

万吨， 如此计算，

今年奶源缺口将达到
430

万吨。 而奶
源缺口的直接影响因素则是目前国
内乳制品的消费量和奶牛存栏量。

在奶牛存栏量本就不多的情况
下， 国内居民不断增长的乳制品消
费需求则成为另外一个棘手的奶荒

构成因素。有知情人士表示，目前我
国人均乳制品消费量不足国际平均
水平的

1/3

， 估计未来三年市场需
求增长率将达到

10%

。 保守估计，

三年后我国原奶供给缺口仍将维持
在

20%

左右。

多因素致奶源紧缺
专家表示， 此次奶荒形成的原

因之一便是气候异常和疫情发生从
而造成减产。 今年七八月份的高温
湿热天气造成奶牛减产， 另外部分
地区出现口蹄疫（

A

型）疫情，部分
养殖户和企业捕杀奶牛。 一位来自
黑龙江双城前进牧业的负责人说，

“每年春天都要发生一次口蹄疫，就
要淘汰一批奶牛， 目前奶农对疫情
难以控制。 加之国家并没有出台类
似补贴等保护奶农利益的相关政
策， 导致奶农养殖奶牛的积极性不
高”。 同时，北京顺义一家专做进口
奶牛代理的销售人员还透露， 奶价

不高，且低于牛肉价，迫使一些奶牛
养殖场将产奶量减少， 品种差的奶
牛则被捕杀。

除了自然条件和疫情等因素
外， 宋亮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奶
牛养殖向规模化发展过程中，饲料、

人工、 防疫等综合成本上涨的速度
远快于奶价上涨的速度， 造成奶农
养殖户收益下滑；同时疫情出现，养
殖风险开始增大， 中小企业退出市
场速度远快于规模化发展的速度，

致使总供给出现一定程度下降。 数
据显示，

2008

年全国有奶农
260

多
万户，

2012

年只有不到
200

万户，

2013

年奶农数量预计还要下降
10%~20%

。

另外， 业内专家还揭露了一个
鲜为人知的“秘密”。“乳业是一个高
度一体化发展的产业，但在中国，乳
业上游的养殖与下游的加工存在利
益博弈现象。 ” 宋亮说，“具体表现

为， 中国奶牛养殖主要是大批中小
规模养殖户，他们与奶站、企业存在
此消彼长的利益博弈矛盾； 而收奶
卖给企业的奶站是毒瘤， 一方面从
企业吃一块儿， 一方面通过压低奶
价从奶农身上吃一块儿， 因此整个
产业链中，毛利率最高的是奶站。由
于存在这种利益博弈矛盾， 企业与
奶农很难建立起合作的一体化发
展， 奶农长期独自承受市场和养殖
风险， 这极大挫伤了奶农养殖的积
极性，造成奶农退出市场。 ”

严重奶荒使奶价上扬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名誉理事

长宋昆冈指出，此前十年，我国奶源供
奶增长率维持在

15%

左右，但到
2008

年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
2%

左右。

可以说
2008

年是奶荒问题的
一个重大转折点， 新西兰毒奶粉事
件让越来越多的乳企将目光转向国
内奶源地， 加上国内二胎政策放开

等众多因素， 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
原奶的供不应求。 最近奶荒等原因
让三元、 蒙牛和光明等几大乳企纷
纷频繁对液态奶产品进行提价以及
商超零售店内经常出现牛奶断货现
象。

事实上， 除了前不久表示将于
12

月起对牛奶产品提价
5%~8%

以
外， 三元在今年

2

月对入户牛奶已
全面提价， 当时最高提价幅度达到
17%

； 光明乳业今年
1

月也曾宣布
适当上调部分鲜牛奶和酸奶的价
格，加权平均上调幅度约为

5%

；蒙
牛更是在今年

4

月对个别产品最高
涨价

16%

，在今年
8

月又对高端产
品进行了

5%

的提价， 加上最近一
次的集体乳企涨价， 蒙牛今年已经
连续提价

3

次。业内有分析认为，今
年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奶源紧
缺。

“这次生鲜乳价格上涨，应该看
到它是恢复性的。”中国农业部新闻
发言人毕美家称， 随着后期新西兰
奶粉进口恢复， 以及规模奶牛养殖
场生产能力的逐步释放， 预计明年
春节后， 奶源紧张的情况将会有所
缓解，价格也会基本趋于平稳。但相
较于农业部的乐观展望，作为“当事
人” 的奶牛养殖户则悲观不少，“奶
荒问题恐十年内都难以缓解”。

（据人民网）

白象大骨面誓做足“骨汤”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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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
2003

年，国内首款骨
汤型方便面———白象大骨面上市
了。 那时的大骨面是一个新生的萌
芽，它的新，不只是将方便面与传统
的滋补品骨汤相结合，而是摆脱了
行业中不断进行口味细分的陈旧
“田地”，创新地生长在“骨类面”的
新领域。

十年后，白象正式发布了其战
略新品———大骨面。 在近日以“新
时期，新选择”为主题的大骨面上市
品鉴会上，厚积薄发的新大骨面不
仅拥有“大骨汤、面更香”的产品力，

而且通过现代工艺进行真实骨汤浓
缩，更实现了从白水泡面到骨汤泡
面的全新升级，创造出了真正有骨
汤的方便面，也拉开了中国方便面
行业科技变革的大幕。

品鉴会上，河南省餐饮与饭店
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张海林

一语中的：“汤是中国烹饪文化的精
华， 大骨面的精妙之处正是在汤
里。 ”

的确，十年的专注，让白象大骨
面做足了“骨汤”文章。 经历三次创
新精进的白象大骨面， 从工艺、健
康、口感等多方面不断进行着提升。

十年的经验和传承， 让大骨面在骨
汤本身的研究和工艺技术方面，已
经趋于成熟。

“与此前所有方便面不同，新大
骨面内含的大骨汤包加水泡制后可
以还原出一碗醇正骨汤， 从而将方
便面从多年来的白水泡面变成了
骨汤泡面。 ”白象食品新闻发言
人邓敏向记者介绍。据悉，由于这种
新的泡面方式， 能够让泡出的面
条口味更好，也改变了不少消费者
的泡面习惯，已经逐渐流行起来。

(

刘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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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酒销售旺季的到来，义阳河品牌系列产品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亲睐，

为满足市场需求，我市龙吟酒业车间工人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正加班加点地
生产义阳河品牌白酒。 图为龙吟酒业厂区生产线工人忙碌的情景。 易续震摄

这个冬天不寒冷
鸡公山酒业联合平桥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共同举办公益助学活动圆满结束

12

月
7

日，以“心系农村贫困学
生义卖助力求学梦想”为主题的爱心
公益义卖活动在亚兴新天地举行。 本
次活动是由鸡公山酒业、《信阳周刊》、

平桥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共同举办。 活
动得到了现场客户及媒体的高度关注
以及积极参与。

20

名来自平桥区北部
村镇贫寒学子受到捐助。活动当天，鸡
公山酒业拿出了万余元的救助物资，

平桥区志愿者协会会员自发组织起来
在现场义卖鸡公山酒， 活动现场人山
人海， 热闹非凡， 当天义卖出了价值
6000

余元的物资。义卖出的这些钱全
部交由平桥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基金会
保管，活动结束后，平桥区青年志愿者
协会把这次义卖的钱和物资一并捐给
这

20

名贫寒学子。

此次活动， 亚兴新天地免费提供
了活动场地， 他们告诉记者公益助学
是一件好事， 他们也希望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感恩图报、善莫大焉。此次
公益助学活动圆满结束， 但鸡公山酒
业的公益事业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他
们会继续秉持“福祉客户，润泽属地”

的企业宗旨，发展自身不忘回馈社会，

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去带动更多的人、

更多的企业来关注公益、投身公益，为
信阳市精神文明建设献出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