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大葱价格疯狂上涨的
消息引发公众关注，“几天上涨
了两倍多”“山东产的大葱批发
价已经从两元多涨到了五六元”
“农贸市场零售价格一斤六七
元”……济南市章丘区作为山东
大葱的主产地，生产及销售情况
怎么样？10月28日，农村大众报记
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地头葱价：

按亩收购，不断上涨

章丘大葱以绣惠街道女郎山
为核心，带动了宁家埠、枣园、
龙山等镇街发展，常年种植面积10

万亩左右。
蓝天澄澈，温度宜人，10月28

日，记者走进章丘区宁家埠街
道，映入眼帘的多是绿油油的麦
田，偶尔能看见还没有收获的大
葱挺立在田间。

上午10点多，明家村西一块大
葱地里，十多个人正忙着收获，
刨、拣、打捆、装车……忙碌而
有序。50多岁的刘忠河，站在机动
三轮车后车厢，不时弯腰接过一
捆捆大葱，放下码齐。

这块葱地4 . 6亩，是本村村民
张成军家的。大约半月前，刘忠
河订下张成军的葱地，一亩地6000

元——— 以亩定价，这是当地大部
分农户的销售方式。

相比正常年份，今年章丘大
葱收得早了半个月左右。从9月17

日前后，像刘忠河这样的地头收
购商就开始联系各村的刨葱队，
进田收葱。初期，长势一般估计
亩产万斤左右地块，收购价一亩
5000元，后涨到6000元，现在涨到
了8000元。从地里刨了毛葱，刘忠
河再运到镇上蔬菜批发市场卖给
大葱经销商。

地头价一个多月涨了约60%，
刘忠河卖给大葱批发商的价格也
有所上涨——— 开市时一斤0 . 8元，现
在0 . 9元-0 . 95元。“我赚不了多少
钱。”一脸黝黑的刘忠河笑着说，

“便宜了，老百姓不卖；贵了，经销

商不收。”
刘忠河干这行20多年了。往年，

他每年能收百十亩地，今年只预定
了七八十亩。“往年能干到农历十
月底，今年再干半个月就没地收
了。”刘忠河略有遗憾地说。

批发市场：

毛葱价格比去年高一倍

从明家村往东北走约6公里，
就是宁家埠街道大桑村蔬菜市场。
市场占地20多亩，有20多个加工大
棚，大葱等蔬菜在此进行粗加工
后，运往全国各地。

中午11点左右，记者到市场时，
看见大棚内工人干得热火朝天，去
干皮、分类别、打成捆……不时有

机动三轮车、卡车等进进出出。
经销商张志民正忙着往河南

发货，高高的大货车上葱已装了
一半，鲜嫩的葱白，煞是诱人。

“加工后的精葱，走货价1 . 4

元/斤。”张志民介绍，“毛葱运来
1 . 0元/斤，运走1 . 2元/斤，价格比去
年高了一倍，去年毛葱走货价也就
在五毛钱。”张志民一天往外批发
大葱三四万斤，整个市场一天批发
100万斤左右。“这占到全区大葱往
外走货量的三分之一。”张志民估
计，“批发量与去年同期相差不大，
但往年本地大葱能卖4个月，甚至

一直到春节后，今年估计也就卖到
11月底就没货了。”

绣惠街道王金村，是章丘大
葱核心种植区最有代表性的村
庄，种植面积多年保持在千亩左
右，其大葱一直走礼品销售渠道。

“今年10斤装的大葱，50元一盒。”该
村党支部书记张军介绍，“去年这
个时候，一盒35元-40元。”

“不好意思，我们这的葱不
卖。”下午3点左右，龙山街道魏
李村党支部书记郭红钢在村里大
葱精加工车间，迎来了当天第三
拨前来洽谈大葱生意的客人，“大

葱播种前，就签了订单，多钱都不
能往外卖，我们要讲究信誉。”

村里的这个加工车间1000多平
方米，高大宽敞，一个多月前刚
刚投产，分类、切根、齐叶、称重、
包装，冷藏入库，20多个工人在流水
线上有条不紊地忙碌着。郭红钢介
绍，该村大葱四季种植，每天线上
线下直供客户固定2500份，每份1

斤，每斤6元。由于是订单种植，价
格起伏对该村影响不大。

价高原因：

种植面积约减三分之一

往年能卖4个月，今年也就卖
两个半月就断货了。那么，章丘
区今年大葱种植面积和往年相比
少了多少呢？

“估计种植面积减了三分之
一。”刘忠河说，去年大葱价格
低，一亩大葱开市价2000元，也就
是刚刚够本，最后跌到一亩地七
八百元，为了减少损失，有些农
户甚至选择把葱烂在地里。

“前两年种伤心了。”种了30多
年大葱的张成军说，“去年一亩纯
赔1500元-2000元，今年一亩地挣
3000元左右。平均下来，也剩不了几
个钱。”

地头收购商以亩为单位收

购，经销商张志民以斤为单位接
货。“你这是几亩地的？”平常
的他，总爱问上这么一句。“今
年种植面积比去年大约少了三分
之一，但亩产量比去年高。”张
志民说，去年大葱亩产量大多在七
八千斤，今年亩产量比去年高4000

斤-5000斤，同时葱质量好，既没生
葱蛆，也没被地老虎咬。

章丘区农业农村局大葱产业
办主任胡延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今年天气特别适合大葱生
长，夏季雨量大， 8月份又很凉
爽，昼夜温差大，利于大葱干物
质的积累，今年是个丰收年。

“章丘大葱价格不是章丘人
说了算。”郭红钢感叹，“现在
是全国市场一盘棋。”

从事蔬菜批发20多年的张志
民，和郭红钢观点一致，“全国
行情大致上就这样，四五年一个
价格高峰期。”张志民分析，纵
向来看，葱价上一个高峰期出现
在2016年，章丘大葱的产地批发价
达到过3元/斤，之后不断下滑；横
向来看，今年南方水灾影响了部
分大葱主产区的产量，全国市场
葱供应量总体偏少。

“全国产量都减少了，大葱自
然成了‘香饽饽’，价格上涨一点也
不奇怪。”张志民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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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大葱地头价一个多月涨了约六成

“葱”忙涨价，只是补亏
农村大众报记者 魏新美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
刘真真）曾经，我国不少蔬菜种
子依赖进口，一粒种子黄金价。
今天，这种局面已经发生改变，
民族种业正在崛起。“据调查，
除个别少数品种外，蔬菜国产品
种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老百
姓的菜篮子，我们能够保障自
给。”10月29日，在全国蔬菜登
记品种现场观摩会暨中国·山东国
际蔬菜种业博览会地展开放周启
动仪式上，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
心副主任刘信说。

刘信坦言，我国种业人不甘受
制于人，加强自主选育，一批有特
色、专业化的种子企业逐步成长起
来，国产品种逐步替代进口品种。

自2017年5月1日非主要农作物
品种登记制度实施以来，我国品
种登记取得了丰硕成果。据刘信

介绍，目前，全国蔬菜品种登记
量达到14855个。其中，辣椒品种
3809个、西瓜品种2702个、大白菜
品种2280个、番茄品种2037个、甜
瓜品种1762个、黄瓜品种1437个、
结球甘蓝品种829个。

“为加快绿色优质高效品
种的推广应用，我们在长江流
域、黄淮海区、西北区，建立
了三个基地稳定、品种集聚、
辐射产区的国家级蔬菜品种展
示园，把最新科研成果展示出
来，把优良品种展示出来，供
种业各方和蔬菜种植户‘看禾
选种’，为蔬菜产业发展提供
不竭动力。”刘信说。

随着城乡居民对农产品的消
费需求由过去吃得饱向吃得好、
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转变，绿色
优质蔬菜的需求越来越大。据刘

信分析，今后高质量蔬菜品种市
场广阔、潜力巨大。

“山东是蔬菜产业和种业大
省，也是品种登记大省。多年
来，山东高度重视种业发展，积
极推进种业创新，形成了多个作
物种业研发高地，培育了一大批
大白菜等蔬菜企业集群，为我国
蔬 菜 种 业 发 展 作 出 了 重 要 贡
献。”刘信对山东蔬菜育种作出
积极评价。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
视员王登启介绍，自我国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登记制度实施以来，
山东省累计登记的非主要农作物
品种达到2891个，数量居全国第
一。培育推广高端设施蔬菜品种
中，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达到83%，
有效地解决了进口品种替代问
题。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刘
真真）10月29日上午，“全国蔬菜
登记品种现场观摩会暨中国·山东
国际蔬菜种业博览会地展开放周”
活动在济南启动。本次活动的地点
位于济南农耕示范园，自29日开
始，该园向社会开放一周，公开展
示我国蔬菜育种成果。

记者从现场获悉，本次共展示
国内外番茄、黄瓜、西甜瓜等二十
余种蔬菜作物品种2346个，其中国
家登记蔬菜品种872个，国家小西
瓜验证品种76个。另外，10月30日
-11月1日，该园区还承办“2020年
全国第十五届十字花科蔬菜学术研
讨暨新品种展示会”，预计观摩人
数1万人左右。

本次活动旨在为蔬菜种业搭建
技术交流、成果展示、信息对接的
全国性综合服务平台，加快蔬菜优

良品种推广，帮助农民“看禾选
种”，推进蔬菜产业上下游融合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本次活动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共同
主办，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山东省
种子管理总站、长清区人民政府联
合承办，山东种子协会、山东金种
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各省
（区、市）种子管理、种业企业、
蔬菜种植大户和有关专家代表等
大约1200人参加。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
视员王登启介绍，山东是农作物
种业大省，常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稳定在1 . 6亿亩左右。粮棉油菜等
作物用种量在18亿公斤左右。全
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8%

以上。良种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
达到47%。

全国蔬菜登记品种现场观摩会29日启动

2000余个蔬菜品种齐聚济南

逐渐摆脱对“洋种子”的依赖

蔬菜种业“中国芯”市占率超九成

宁家埠街道明家村西一块葱地里，村民正在刨葱。

地头收购商刘忠河（右一）站在车上，码葱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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