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陈皮胜黄金百年陈皮胜黄金””
陈皮价格暴涨陈皮价格暴涨，，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
任何一种历史悠久、近年有人

炒作的产品，水都很深。
“江湖越老、胆子越小。”蒋先生

说，他一直坚持只收梅江圈枝的新
会柑，这是陈皮老顾客眼里最正宗
的产地。他会自己飞到广东，在种
植农户的柑田里直接拿货，眼睁睁
地看着农妇们把柑皮开“三花刀剥
了皮、柑皮晒干装箱封好，快递发往
杭州，才放心回去。

转年到六月里，他还要亲自把
陈皮拿出来晒，全过程真是劳心劳
力。

还有一点，从广东新会快递到
杭州，蒋先生付的陈皮运费要花700
元。你先别按照重量去猜想数量，
这陈皮，晒干以后体积大、分量轻，
它是按照纸箱尺寸算运费的。

“我每年收120斤二红皮，50斤
大红皮，30斤老皮，差不多一年200
斤的样子。”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叫二红
皮？什么叫大红皮呢？蒋先生说，
立冬前后也就是11 月采的新会柑，
剥皮晒好叫是二红皮；冬至前后也
就是12 月采新会柑，剥皮晒好叫大
红皮。“三年内还是柑皮，陈化三年
后才叫陈皮。”蒋先生说，“我以前手
上就一点点老皮，2020 年才开始批
量收皮。”

2021 年上半年，蒋先生收的
2018 年梅江塞口围陈皮是每斤 350
元，到当年的下半年，2021 年的柑
皮都涨到了每斤1350元，梅江塞口
围的“十年陈”老皮已经到每斤三
四千元了。这何止是涨价，简直是
暴涨。

为什么会这样呢？蒋先生告诉
记者，是因为新一代陈皮商人联合
炒家在操盘，他们的做法跟上一代
不一样，又有一样的地方。

一方面，“一两陈皮一两金，百
年陈皮胜黄金”的传说给陈皮添上
了包治百病的色彩；半真半假的抱
怨“这本来是我们广东人日常生活
的用品，为啥全国人都来买，就不够
卖了”以及“有人拿外地陈皮冒充新
会陈皮”的说法，这都是讲故事的营
销策略；另一方面才是“80”后陈皮
商人的真面目：他们用做干货的手

法做陈皮，买断、捂盘、内部认筹、统
一管理、随时回购，大胆心细、共同
进退，试图构建陈皮商业的新秩序。

把陈皮当嫁妆把陈皮当嫁妆
““女儿出嫁时一次性给她女儿出嫁时一次性给她””
但是，陈皮毕竟是陈皮，“胜黄

金”毕竟不是黄金，当陈皮价格炒到
太高、无人接盘，就自然回落了。

去年，陈皮价格回落过，但是
2023 年春节后再上涨至 2021 年差
不多水平。“根据今年的天气，新会
柑的产量大减，估计价格不会跌，应
该差不多到前年的水平。”蒋先生
说，“全部以梅江圈枝为例，前年差
不多八九百元一斤，去年最低到过
五六百元。”

蒋先生回顾了一下近三年的新
会陈皮中位数价格：2020 年 300 多
元，2021 年 800 多元，2022 年 600 元
左右，2023年估计也是五六百元。

“每年存一些陈皮，女儿出嫁时
一次性给她，就当是零存整取。十
年后的价值升上去了，品质是保真
的，我就是这种理财型的逻辑。”蒋
先生笑说，他不是抱着炒一票就离
场的心态，所以并不着急。

新老陈皮的年份怎么区分新老陈皮的年份怎么区分？？
对广大读者来说，产地不同的

陈皮价格怎么看？新老陈皮的年份
怎么区分？“假冒”陈皮在外观上有
特征吗？

记者先向警方环食药知侦查部
门求教，民警告诉我，他们也是把涉
案物品委托给专业机构鉴定的。

至于蒋先生这样的民间达人，
他的经验就是“看油室分布和内瓤
脉络，能看出品种是不是新会柑；然
后以三五年为阶段判断年份；以口
感来说，大概能喝出是否圈枝品种
或驳枝品种。”

其实，你到街头巷尾的中药房
去看看，作为一味中药的陈皮并不
昂贵，每斤只要几十元。在医院的
药房里，它的价格还能再便宜一半，
因为芸香科柑橘属的果皮晒干都能
叫陈皮。虽然便宜的陈皮可能因为
产地、品种而不能爆炒“身价”，但它
更符合陈皮在生活中本应有的样
子：煮个花生切点丝、炖鸡鸭的时候
放几片，做凉果和饮品的时候腌一
腌……“新鲜的橘皮、橙皮、柚皮切
碎了放在香薰炉上烘着，可以清新

空气，令人愉悦。”
你看，把它们用起来而不是藏

起来、炒起来，这就是个挺好的生活
态度。

陈皮怎么吃陈皮怎么吃？？
跟炒家们不一样，陈皮怎么吃

或者怎么用，这才是吃货们最关心
的问题。

泡陈皮不放其他茶叶，要不就
是切丝后和白茶一起煮。

“我们小时候家里做冻米糖和
其他点心类，都会放一些干橘皮
丝。”堪称艺术家的@张三老师说
了，“新鲜的橘皮、橙皮、柚子皮现在
一般都切碎了放在香薰炉上烘着，
当纯天然香薰用。”

确实，我们平时吃的柑橘是一
大类水果，包括各种柑、橘、柠檬、
橙子、柚子、文旦……你看，把它们
用起来 ，当陈皮也好 ，当香薰也
好，当冰箱除臭剂也好，这就是个
挺好的生活态度 ，又环保 ，又实
用。

“如果你会用陈皮，不会整朵投
到壶里的，应该掰成小块，最好是切
丝儿。”蒋先生说，“我常看到那种把
一粒小青柑整个投进茶壶茶杯的，
哎哟，外行，掰开，一次用三分之一
差不多了。”

在蒋先生的建议下，吃货群的
另一位老板减量冲泡，果然觉得茶
的味道好了很多，回甘也感受到了。

“柑普啊，小青柑啊，这些都是
茶里面的‘潮牌’。”蒋先生说，“泡陈
皮不应该放其他茶叶，要不就是切
丝后和白茶一起煮。”

蒋先生做的陈皮炖花胶，给老
婆孩子补身体的。他说，食材好，烹
饪方法就很简单了。

陈皮入馔又该如何使用呢？对
美食有研究的吃货们纷纷发言：

“陈皮炖鸭味道不错。”
“夏天烧酸梅汤最好放点陈皮

啊。”
“广东人习惯煮陈皮海带绿豆

汤。”
陈皮的保存也是个问题，大多

数人都说太容易受潮发霉，蒋先生
介绍他的经验：“回暖天的时候要
接着拿出来晒晒，平时用密封袋装
起来。”

本报综合消息

陈皮价格暴涨究竟是什么原因
赶在梅雨季降临之前，蒋先生总算是把他囤

积的数百斤陈皮晒好了。
连着几天，估摸着天气晴热且空气干燥、保证

不会下雨，他才敢把一袋袋陈皮从储藏室拿出来，
铺满院子，晒上两三个小时，再装进布袋，在阴凉
处放置半小时后，扎紧口袋，重新放在储藏室的架
子上。这个储藏室也是要人为控制温度和湿度
的，还得有单独的通风渠道，不能有异味。

这几百斤的陈皮一进一出，劳动量实在不小，
而且只有他一个中年男人作为劳力，累。

蒋先生不是陈皮商人，也不是陈皮炒家，他说
这些陈皮都是为女儿存的。一年年存下来，将来
女儿出嫁的时候正好是真正的老陈皮，一票很拿
得出手的嫁妆。

今年年初“高启强”带货陈皮，警方还展示了
假冒伪劣的老陈皮，再一次引起大家对这种原本
只是潮汕地区的普通佐料和普通中药的特殊关
注。

正好，一边晒陈皮，一边听蒋先生这样的民间
达人把陈皮说个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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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 李恒 董瑞丰）记者20日从国家
卫生健康委获悉，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护理服务需求，持续
提升患者就医体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印发《进
一步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2023－2025年）》，提出到2025年，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责任制整体护理覆盖全院100％病区。

开展延伸护理服务、全国有2000余个医疗机构为行动不便老
年人等群众提供7类60余项上门医疗护理项目……近年来，我国
采取系列政策措施，不断改善护理服务，提升群众看病就医体验。
然而，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护理服务需求相比，护理服务
内涵与外延仍有一定差距。

行动计划提出4个方面19项具体任务。其中明确，医疗机构
要进一步落实责任制整体护理服务，每名责任护士均负责一定数
量的患者，每名患者均有相对固定的责任护士为其负责。

行动计划明确，支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依法合规积极开展“互联
网＋护理服务”，结合实际派出本机构符合条件的注册护士为出院患
者、生命终末期患者或居家行动不便老年人等提供专业、便捷的上门
护理服务。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基于社区的集团化、连锁化的护理中
心、护理站等医疗机构，鼓励医疗资源丰富地区的一级、二级医疗机
构转型为护理院，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签约服务、巡诊等
方式积极提供老年护理服务，切实增加社区和居家老年护理服务供
给，精准对接老年人多元化、差异化的护理服务需求。

根据行动计划，二级以上医院全院病区护士与实际开放床位
比不低于0.5：1。要优先保障临床护理岗位护士配备到位，不得减
少临床一线护士数量，原则上临床护理岗位护士数量占全院护士
数量比例不低于95％。

行动计划明确，力争用3年时间，持续深化“以病人为中心”的
理念，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护理服务更加优质、高效、便捷，护
理工作更加贴近患者、贴近临床和贴近社会。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 任沁沁）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
分析评估，预计2023年端午节期间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小
高峰”，出入境人数峰值有望超过140万人次／天，日均将达128万
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增长约2.2倍，是2019年端午节的63％，预计客
流高峰主要集中在6月22日、23日。

大型国际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恢复，北京首都机场、上海
浦东机场、广州白云机场日均通关人数预计将分别达到2.8万、5.1
万、2.3万人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珠海拱
北口岸日均通关人数预计将达到32万人次，深圳罗湖、福田地铁口
岸预计将达到17.8万人次、15.2万人次。

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部署全力做好端午节期间口岸出入境通
关保障工作，要求全国边检机关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
客流情况，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备足执勤警力，开足查验通
道，科学组织勤务，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
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有序。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
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提前了
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合理安排行程，注意人身安全和健
康防护。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
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 张泉）我国科学家的一项最新
研究成果显示，蛇类起源于约1.18亿年前的早白垩纪，支持了蛇类
由蜥蜴演化而来的假说。该研究还全面揭示了蛇类特殊表型演化
的遗传机制，有助于演化生物学等相关学科进一步发展。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李家堂研究员团队完成，相关成果已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发表。

李家堂介绍，蛇类在生物进化历史上处于脊椎动物演化的关
键节点，演化出了四肢缺失、身体延长、左右肺不对称发育等特殊
表型，揭示这些特殊表型的遗传机制，对理解脊椎动物演化历史具
有重要意义。

此项研究选取了全球极具代表性的不同支系的蛇类，综合运
用了多组学及基因编辑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手段。团队基于染色体
水平蛇类基因组数据集，构建了迄今最有力的蛇类系统发育框架，
推断蛇类起源于约1.18亿年前的早白垩纪。

研究发现，蛇类PTCH1蛋白特异性缺失的三个氨基酸残基可能
是其四肢缺失的重要遗传机制之一；大量编码及非编码调控元件的快
速演化驱动了蛇类身体的延长；蛇类丢失了控制器官对称发育的
DNAH11和FXJ1B基因，是其左、右肺不对称发育的重要遗传因素。

此项研究还探讨了红外感应蛇类和穴居的盲蛇类物种特殊表
型的演化遗传机制。

“未来，团队计划将玉米蛇开发为模式动物并开展演化发育生
物学研究。同时还将围绕蛇毒等重要遗传资源的挖掘和运用，为
抗蛇毒血清及蛇毒衍生药物的研发提供科学支撑。”李家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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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揭示蛇类起源与演化机制我国科学家揭示蛇类起源与演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