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稿）农产品频现爆发行情

情绪渲泄还是基本面使然？

本报记者 张利静

“手里有粮，心中不慌。 ” 在疫情冲击之下，部分粮食主产国暂停

粮食出口的消息近期不胫而走，农产品概念受到资金极大关注。 中国

证券报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北京商超在售粮价维持平稳，未见脱销及

抢购现象。

多位接受采访的分析人士表示，受产业供需影响，部分农产品确

实迎来了周期风口，疫情带来的外部供应变化短期也会对部分农产品

价格带来影响，但整体而言，国内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不会出现

脱销断档现象。

粮食概念大涨 超市供应如常

上周，受疫情影响，多国出台了限制粮食产品出口的政策。

据报道，越南暂停了新的大米出口合同，塞尔维亚停止了葵花籽

油和其他农业物资的出口；作为全球重要的小麦面粉出口国，哈萨克

斯坦禁止了小麦面粉、胡萝卜、糖和土豆等农产品的出口；俄罗斯方面

也表示，将每周评估情况来决定是否出台出口禁令。

此外，还有消息称，巴西、阿根廷的大豆出口也受疫情防控措施影

响，出口效率放缓。

国内农产品资产闻风而动。 此前就一直表现不错的“粮油股” 在

上周最后两个交易日连续大涨。 Wind数据显示，3月以来农林牧渔板

块累计涨幅位于前五的个股分别是金健米业、北大荒、苏垦农发、神农

科技和百洋股份， 全周累计涨幅分别为35.32%、28.35%、27.15%、

24.68%、24.66%。 这些公司主要从事稻麦种植、大米等粮油食品及水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对供需一向先知先觉的粮食期货上周表现也明显强于其他资产。

文华财经数据显示，上周农产品期货指数累计上涨2.19%，其中谷物板

块上涨4.44%，油脂板块上涨1.26%。

粮食是否真的出现短缺局面？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的

两家大型超市了解到，目前在售的东北大米（散）价格按照不同品质

基本维持在2.49元/斤-6.49元/斤，面粉价格整体维持3.5元/斤，大玉米

渣价格在2元/斤。 两家超市均未出现断销断供的情形。

另外，某知名电商平台上，记者一个多月前的粮油购买记录中的

大米、面粉及杂粮价格与眼下价格相比，未见变化。 记者从某粮商官网

的客服人员处了解到，1月中旬以来，几个知名粮食品牌价格基本保持

不变，部分品牌因活动促销甚至出现了降价现象。

三因素促粮价反弹 料难现飞涨局面

多位分析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农产品价格整体向上，动能来自三

方面：一是对于大豆、玉米及豆粕等产品来说，产业周期拐点出现是促

使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二是大米、小麦价格短期主要受海外市场供

应消息影响；三是本轮涨势发动前，早稻、粳稻、小麦期货价格均处于

历史低位。

分析人士指出，受海外供应受阻、天气预期转差等因素影响，农产

品短期确有涨价动力，但从市场供需层面看，国内粮食连年丰收，不会

出现断销断供局面，保持粮食安全的底气充足。

据记者观察，目前文华农产品指数在145点附近，还要上涨55%，

才能追及2011年2月份创下的历史高点225点。 此外，谷物价格近期涨

势突出，但也在历史价格区间内，距离历史最高点还有10%的上涨空

间。

浙商期货农产品研究负责人吴凌表示，最近市场资金对农产品板

块的关注度明显提升， 主要出于对大疫情背景下全球粮食安全的担

忧。 由于疫情的快速扩散影响到了港口、运输、检疫的效率，以及一些

国家闭关禁运等临时政策的推行，令市场对未来全球农产品供应产生

了担心。

吴凌分析，今年蝗虫和贪夜蛾虫灾预期，以及下半年有可能出现

的厄尔尼诺现象，加上国内以生猪复养为代表的养殖业复苏预期令市

场有很高的期待，种种因素导致了证券和期货市场上相关股票和农产

品品种的上涨。

“一般来说，短期炒作会在疫情出现拐点之后结束。而由于农产品

市场相对坚挺的表现会导致市场避险资金和对冲资金将农产品作为

多头配置，这会在较长一段时间令本来就在底部的农产品板块和期货

品种表现较好，易涨难跌。 ”吴凌表示。

华西证券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员周莎分析，玉米、大豆价格上涨主

要受产业周期驱动。 2016年我国玉米临储政策取消后，受种植收益影

响，种植面积连续下滑。“截至2019年底，临储玉米库存结余量约57万

吨，处于低位。 同时受草地贪夜蛾影响，预计今年我国玉米有较大减产

风险。 而生猪产能触底回升，饲料增量需求带动玉米需求上行。 ”周莎

表示，需求趋旺背景下供给端承压，叠加库存已处于历史底部，我国玉

米行业景气上行拐点已现。 而大豆行情向好，则主要受对外依存度较

高，供应端受外部因素制约较多，生猪存栏回升提振大豆消费需求影

响。

“大部分农产品价格都处于历史低位， 因此在目前背景下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反弹，但是并不会出现价格飞涨的局面。 目前在高位的猪

肉价格也会在下半年复养逐渐出现成效后缓慢下降。 ”吴凌表示。

主粮库存充足 不会脱销断档

在部分粮食出口国传出限制出口的信息中，越南暂停大米出口的

消息尤为引人关注。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王辽卫近日接受新

华社采访时表示，越南常年大米出口700万吨左右，大体占世界贸易量

的15%。 2019年我国进口越南大米仅48万吨， 为2011年以来最低水

平；今年1-2月从越南进口大米仅3万吨。 事实是，2016年我国实行粮

食收储制度改革以来，大米进口数量逐年下降，2019年大米进口255万

吨，同比下降53万吨，进口大米占我国大米消费约1%，主要用于品种

余缺调剂，即使大米不进口也不会影响国内市场供给。

吴凌表示，现在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粮食已

经多年丰收，主粮库存比较充足，供应不会出现脱销断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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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某大型商超粮食销售铺位 本报记者 张利静 摄

液化石油气期货今日登陆大商所

5个合约初亮相 挂牌基准价2600元/吨

□本报记者 周璐璐

今日，液化石油气（LPG）期货在大连商品

交易所上线交易，LPG期权合约也将在期货合

约上市的下一个交易日挂牌交易。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LPG期货合约及

规则设计充分考虑到现货市场运行特点， 同时

又适应期货市场规律， 具有较强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 LPG期货、期权同步上市，将为市场提供

更丰富多元的避险工具和交易策略， 让相关企

业在对冲风险方面有了更多选择。

合约及规则设计合理

作为我国首个气体能源衍生品， 大商所在

对LPG相关产业充分调研基础上完成合约及规

则设计，贴近产业需求和贸易习惯，同时又适应

期货市场规律，具有较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LPG期货与焦煤、 动力煤等能源品种合约

规模相近，交易单位为20吨/手，按4000元/吨计

算，合约价值8万元；交割单位为20吨/手，交割

单位与交易单位相同，最小变动价位1元/吨。

“LPG期货合约及规则与现货市场的契合

度较高。” 中海油发展销售服务公司总经理谭家

翔介绍，“20吨／手和现实中的装车量相匹配；

对LPG气质组分的界定和品质升贴水的制订是

基于现货市场的商品流通情况和生产情况，同

时还充分考虑到国产气和进口气的双重特点。”

LPG标准品质量要求显示，C3烃类组分含

量区间应在20％至60％，C3+C4烃类组分含量

应大于或等于95％。 其中，C3烃类组分是燃料用

LPG的主流产品。在东证期货大宗商品研究主管

金晓看来， 交割品清晰精准地定位在民用燃料

气， 未来期货价格有望与现货价格有效联动，有

助于形成符合中国市场实际的价格发现机制。

交割区域上选择国内LPG消费量最大、炼

厂和进口企业较为集中、 市场化和开放程度最

高的广东地区作为基准交割地。

“期货+期权” 丰富交易策略

徽商期货研究所刘娇对记者表示，“近年

来，液化石油气价格经历大幅波动，以基准交割

地广东为例，其价格波动最为剧烈，最大波幅达

到107.47%。 此外，江苏地区由于大量PDH项目

兴起，不确定因素增多，最大波幅达到96.34%。

LPG作为油气工业的产物， 其价格与国际油价

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同时， 对国内LPG价格而

言， 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决定了国际LPG价格对

国内价格有重大影响。 ”

在此背景下， 此次LPG期货与期权同步上

市，不仅为企业提供了避险工具，还丰富了企业

交易策略。

某LPG销售公司负责人表示，中国采购液化

气的主要价格指数CP是中东供应商一家说了

算，没有中国期货市场时，只能在国际上找其他

的手段对冲风险，有了中国的期货、期权市场，就

可以借助这些工具，将在途和入库的货物价格变

化风险提前对冲，减小波幅，保持稳定生产。

在海通期货能源化工研究组长杨安看来，

期权的一大特点是非线型收益，“买入期权的损

失有限，理论受益无限” 。杨安表示，以库存保值

为例，2月底受全球金融市场大跌影响， 液化石

油气后期价格存大幅下跌风险，在这种情况下，

库存汽油可以选择以买入看跌期权为主， 支付

80元/吨权利金购买平值期权。 如果后期价格大

幅下跌400元，权利金就会相应大幅增加，此时

权利金已经涨至520元/吨， 这时企业可以选择

平仓或者行权赚取期权收益， 从而弥补现货价

格的损失；如果后期价格上涨，那么现货库存将

会升值，同时买入看跌期权保值部分，仅仅损失

权利金而已。

首日交易“稳” 字当头

目前，大商所已发布LPG期货、期权合约上市

交易有关事项。 期货方面， 首批上市交易合约为

PG2011、PG2012、PG2101、PG2102、PG2103，

各合约挂牌基准价为2600元/吨。 相关专家认

为，结合当前原油及LPG现货价格走势看，该基

准价符合市场预期。

“当前LPG现货价格国产气华南地区主流

价为2950-2970元/吨，国内平均价格为2917元/

吨。 基准价贴水现货价，与大多已上市的能化期

货品种基差结构类似，基本符合市场对后期走势

的预判，处于合理价格区间。 ”刘娇认为，预计上

市后LPG期货价格走势将跟随国际油价波动。

对于LPG期货上市后的交易策略， 她指出，

在品种套利上，产业企业可以考虑将LPG期货与

能源类表现相对较强的燃料油等品种进行配置。

“在当前市场波动不断的背景下，LPG产业

链企业面临市场供需调整、 产销两端价格等风

险，此时可利用LPG期货对冲现货上的风险。 ”

刘娇同时提醒， 首次参与衍生品的企业和相关

投资者在首日交易中要理性，应关注价格波动，

做好风险管理。

CIFI指数品种 当周涨跌幅% 上周涨跌幅% 双周涨跌幅% 本月涨跌幅%

乙二醇 -13.75 -8.37 -22.12 -27.08

塑料 -10.11 -4.28 -14.39 -14.72

PP -9.66 -4.26 -13.92 -13.51

PVC -8.97 -4.33 -13.30 -12.84

甲醇 -8.87 -4.63 -13.50 -19.70

热轧 -5.85 -4.72 -10.57 -6.10

玻璃 -3.77 -2.42 -6.19 -7.99

硅铁 -3.68 -1.07 -4.75 -6.72

橡胶 -3.53 -4.60 -8.13 -8.06

沥青 -3.51 -8.40 -11.91 -31.58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易盛能化A指数（郑商所）（3月27日）

截至3月27日当周CIFI指数部分品种涨跌幅

监控中心工业品指数跌势放缓

□方正中期期货 夏聪聪 王亮亮

尽管各国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

但仍然难以平复投资者恐慌情绪，商品市场延

续调整。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工业品指数跌

势有所放缓， 重心横向延伸。 截至3月27日，

CIFI收于948.65点，上周最高上冲至957.41点，

最低探至924.35点，全周下跌1.14%。

分品种看， 上周工业品仍旧以下跌为主。

能源化工品领跌，乙二醇下挫13.75%，塑料跌

幅达10.11%，PP下跌9.66%。贵金属则出现强势

反弹，白银上涨13.79%，燃油、锰硅也积极回

升，涨幅均超过10%。

国内聚乙烯市场价格连续下跌，市场交投

乏力，同时石化企业频繁下调出厂价，商家心

态低迷，出货速度缓慢，多随行跟跌出货。终端

接货积极性不高，按需采购为主。 当前线性主

流价格6000-6600元/吨， 环比跌100-300元/

吨；高压主流价格在6700-7500元/吨，环比跌

100-350元/吨不等；低压各品种延续走软，幅

度在50-650元/吨不等。

受石化下调厂价的影响，聚丙烯市场成本

支撑走弱，部分牌号仍有补跌。 期货主力跌势

放大压制入市心态。期货低位运行打击场内业

者心态，现货受到拖累同步下跌。 贸易商随行

出货，不乏主动让利，报价走低。

燃料油止跌后小幅反弹， 成本端油价整

体处于底部震荡，筑底行情初步显现。 因原油

价格下跌，炼油商更倾向于生产高硫燃料油，

故预计新加坡4月以后低硫资源供应将收紧。

但目前库存高企，市场供应依旧充足。 受疫情

影响，终端市场需求依旧低迷，原油暴跌后，

船东短期逢低采购，需求有所增加，但仅是昙

花一现。

锰硅大幅拉涨，突破7000元关口，成交量

明显放大，市场交投情绪高涨。

易盛能化A延续弱势

□新湖期货

上周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指数A继续下

探。 截至上周五（3月27日），易盛郑商所能源

化工指数A收于722点， 周一指数开盘报742.09

点，跌幅达2.7%。 建信能化期货ETF（159981）

紧跟易盛能化A指数，周内震荡走低。截至上周

五收盘，建信能化ETF规模为2.03亿元，上周场

内每日平均成交金额为366.8万元。

甲醇方面，内地上游装置恢复，开工已到

高位，后期关注春检情况。 伊朗天然气供应恢

复，大部分装置已经重启，装置和港口装港暂

未受到疫情影响，后期关注相关风险。 南美地

区供应下降。 外盘开工整体回升，近期到港量

为同期高位。港口烯烃装置3月检修较多。传统

下游需求前期较差，3月部分开始恢复，但恢复

速度偏慢。 整体来看，最近一周港口库存有所

去化。

玻璃方面，本月中旬以来玻璃加工企业陆

续复工，增加了对玻璃原片补库存的需求。 近

期玻璃生产企业的出库情况有了一定幅度改

善，整体库存上涨势头得以减缓。 从行业库存

统计情况看，近两周总体库存上涨的势头不再

快速增加， 甚至部分地区已经连续两周下降。

库存稳中有降一方面体现了市场需求增加，另

一方面也增加了生产企业和贸易商的市场信

心。 价格方面，生产企业近期的销售政策比较

灵活，以增加出库为主。

动力煤方面， 上周期现市场延续下跌，煤

矿复产进度较快，煤矿开工基本完全恢复。 工

业企业逐步复工，需求回升，但高度难以达到

去年水平。 港口受沿海高库存压制，内陆支撑

弱化，坑口煤价下跌。

PTA方面， 上周国际原油价格在30美元

以下超低位震荡，近期PTA检修增多，开工降

至67%。 虽然动态PTA加工费依旧在500元/吨

成本线偏上，但实际企业利润已经陷入亏损。

PX主流工厂开始累库， 加工利润尚可。 上周

华东市场PTA现货价格下跌175元/吨至3240

元/吨。

综上所述，权重品种上周交易日内延续下

跌， 虽然多数品种后期新增产能依旧较多，但

部分品种价格已经创2008年以来新低，后期即

使有再多新产能释放出来，可能目前位置就是

阶段性底部。 如果全球疫情在4-5月份出现拐

点，从成本端到需求侧均将出现V型反转。

上周道指大涨逾12%

□霍华德·斯韦尔布拉特

上周美股再现“过山车”式走势。 道指全

周累计上涨12.84%，创1938年以来最大单周涨

幅；标普500指数全周累计上涨10.27%。具体来

看，上周一、周五道指和标普500指数下跌，周

二至周四则连续三个交易日收涨。

上周各种消息纷至沓来，使得美股表现大

起大落。 周一（3月23日），美联储推出了史无

前例的“无限量”资产购买计划。美联储宣布，

为确保市场运行和货币政策传导，将不限量按

需买入美债和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当周每天都将购买750亿美元的国债

和500亿美元的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隔夜和定期回购利率报价利率将重设为0%。当

日标普500指数期货从下跌4％到上涨4％，但

随后又下跌。 尽管市场对货币放水表示乐观，

但来自美国政府方面的其它刺激措施如财政

措施带来的利好似乎不够。 最终，当日标普500

指数收跌2.93％，报2237.4点，并未实现上涨。

周二（3月24日），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有

可能通过和推进大规模的政府支持计划，市场

对此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反应 ， 道指大涨

2112.98点，收报20704.91点，涨幅达到11.37%，

创下1933年来最大单日涨幅； 标普500指数上

涨209.93点，收于2447.33点，涨幅为9.38%。

周三（3月25日），如此前多数消息所传，

美国参议院当日最终一致通过了一项2万亿美

元的经济救助计划， 旨在缓解疫情带来的打

击， 其中一系列措施有助于企业缓解资金压

力，并稳定就业。 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救市计划。 这份2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救助计

划内容包括：给符合收入标准的美国人发放现

金补助（每人1200美元）；大幅提高失业保障，

延长失业补助至4个月（每周增加600美元）；

为小企业提供约3500亿美元援助贷款；为受损

失严重的企业提供约5000亿美元援助贷款或

贷款担保（例如航空公司）；为医疗系统提供

约1000亿美元援助；为地方政府提供约1500亿

美元的财政援助基金。 标普500指数当日上涨

1.15%，收于2475.56点。

周四（3月26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

示， 美国3月21日当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达

328.3万，远超预期的170万，前值为28.1万。这是

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百万级别的初请失业金

数据，此前纪录为1982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的

69.5万。或许是市场预计，各种刺激可能进一步

加码的原因，美股反而大幅收涨。 标普500指数

上涨154.51点，收于2630.07点，涨幅为6.24%。

周五（3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

署了国会表决通过的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

案。 然而，美股反弹动力不足，标普500指数下

跌3.37%，报2541.47点。

本周， 美国还将公布非农就业、PMI等重

磅经济数据，美股“过山车”走势是否持续，需

拭目以待。 (作者系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资深

指数分析师，张枕河编译)�

粮食概念大涨 超市供应如常

上周，受疫情影响，多国出台了限制粮食产

品出口的政策。

据报道，越南暂停了新的大米出口合同，塞

尔维亚停止了葵花籽油和其他农业物资的出

口；作为全球重要的小麦面粉出口国，哈萨克斯

坦禁止了小麦面粉、胡萝卜、糖和土豆等农产品

的出口；俄罗斯方面也表示，将每周评估情况来

决定是否出台出口禁令。

此外，还有消息称，巴西、阿根廷的大豆出

口也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出口效率放缓。

国内农产品资产闻风而动。 此前就一直表

现不错的“粮油股” 在上周最后两个交易日连

续大涨。 Wind数据显示，3月以来农林牧渔板块

累计涨幅位于前五的个股分别是金健米业、北

大荒、苏垦农发、神农科技和百洋股份，全周累

计 涨 幅 分 别 为 35.32% 、28.35% 、27.15% 、

24.68%、24.66%。 这些公司主要从事稻麦种植、

大米等粮油食品及水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对供需一向先知先觉的粮食期货上周表现

也明显强于其他资产。 文华财经数据显示，上周

农产品期货指数累计上涨2.19%，其中谷物板块

上涨4.44%，油脂板块上涨1.26%。

粮食是否真的出现短缺局面？ 中国证券报

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两家大型超市了解到，

目前在售的东北大米（散）价格按照不同品质

基本维持在2.49元/斤-6.49元/斤， 面粉价格整

体维持3.5元/斤，大玉米渣价格在2元/斤。 两家

超市均未出现断销断供的情形。

另外，某知名电商平台上，记者一个多月前

的粮油购买记录中的大米、 面粉及杂粮价格与

眼下价格相比，未见变化。 记者从某粮商官网的

客服人员处了解到，1月中旬以来， 几个知名粮

食品牌价格基本保持不变， 部分品牌因活动促

销甚至出现了降价现象。

三因素促粮价反弹 料难现飞涨局面

多位分析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农产品价格整

体向上，动能来自三方面：一是对于大豆、玉米及

豆粕等产品来说，产业周期拐点出现是促使价格

上涨的重要原因；二是大米、小麦价格短期主要

受海外市场供应消息影响； 三是本轮涨势发动

前，早稻、粳稻、小麦期货价格均处于历史低位。

分析人士指出，受海外供应受阻、天气预期

转差等因素影响，农产品短期确有涨价动力，但

从市场供需层面看，国内粮食连年丰收，不会出

现脱销断供局面，保持粮食安全的底气充足。

据记者观察，目前文华农产品指数在145点

附近，还要上涨55%，才能追及2011年2月份创

下的历史高点225点。 此外，谷物价格近期涨势

突出，但也在历史价格区间内，距离历史最高点

还有10%的上涨空间。

浙商期货农产品研究负责人吴凌表示，最

近市场资金对农产品板块的关注度明显提升，

主要出于对大疫情背景下全球粮食安全的担

忧。 由于疫情的快速扩散影响到了港口、运输、

检疫的效率， 以及一些国家闭关禁运等临时政

策的推行， 令市场对未来全球农产品供应产生

了担心。

吴凌分析，今年蝗虫和贪夜蛾虫灾预期，以

及下半年有可能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 加上国

内以生猪复养为代表的养殖业复苏预期令市场

有很高的期待， 种种因素导致了证券和期货市

场上相关股票和农产品品种的上涨。

“一般来说，短期炒作会在疫情出现拐点之

后结束。 而由于农产品市场相对坚挺的表现会

导致市场避险资金和对冲资金将农产品作为多

头配置， 这会在较长一段时间令本来就在底部

的农产品板块和期货品种表现较好， 易涨难

跌。 ” 吴凌表示。

华西证券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员周莎分析，

玉米、大豆价格上涨主要受产业周期驱动。 2016

年我国玉米临储政策取消后，受种植收益影响，

种植面积连续下滑。“截至2019年底，临储玉米

库存结余量约57万吨，处于低位。 同时受草地贪

夜蛾影响，预计今年我国玉米有较大减产风险。

而生猪产能触底回升， 饲料增量需求带动玉米

需求上行。 ” 周莎表示，需求趋旺背景下供给端

承压，叠加库存已处于历史底部，我国玉米行业

景气上行拐点已现。 而大豆行情向好，则主要受

对外依存度较高，供应端受外部因素制约较多，

生猪存栏回升提振大豆消费需求影响。

“大部分农产品价格都处于历史低位，因此

在目前背景下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 但是并

不会出现价格飞涨的局面。 目前在高位的猪肉

价格也会在下半年复养逐渐出现成效后缓慢下

降。 ” 吴凌表示。

主粮库存充足 不会脱销断档

在部分粮食出口国传出限制出口的信息

中，越南暂停大米出口的消息尤为引人关注。 国

家粮油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王辽卫近日接受新

华社采访时表示，越南常年大米出口700万吨左

右，大体占世界贸易量的15%。 2019年我国进口

越南大米仅48万吨，为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今

年1-2月从越南进口大米仅3万吨。 事实是，

2016年我国实行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以来， 大米

进口数量逐年下降，2019年大米进口255万吨，

同比下降53万吨， 进口大米占我国大米消费约

1%，主要用于品种余缺调剂，即使大米不进口

也不会影响国内市场供给。

吴凌表示， 现在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处于历

史上最好时期，粮食已经多年丰收，主粮库存比

较充足，供应不会出现脱销断供的情况。

农产品爆发：

站上风口还是情绪宣泄

□本报记者 张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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