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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58个蒜黄生产大棚轮
作，每天能收获1万多斤蒜黄。这
些蒜黄根本不够卖的，一个月前我
们就把天津、石家庄这些大市场的
供货停了，眼下只能给济南、德
州、商河这 3个地方供货。”近
日，在山东省商河县白桥镇袁家村
村头的蒜黄大棚里，村党支部书记
王光业说。

白桥镇是远近闻名的大蒜生产
基地，蒜农们每年冬季农闲时间比
较多，为了充分利用农民的农闲时
间来增收，袁家村从2020年9月开始
了地下水增温大棚蒜黄的生产。
“袁家村常年种植大蒜，蒜种优势
明显，再加上水资源丰富、土地无
污染，所以生产出来的蒜黄品质
高、色泽度好，这种‘有机’蒜黄
在济南市场上特别受欢迎。”来村
收购蒜黄的济南高姓老板这样评价
村里的蒜黄。

“我们现在生产的蒜黄售价是
3 . 4元一斤，一斤大蒜能产一斤三四
两蒜黄，合着一斤蒜黄能挣两块
钱。村里使用中央财政扶持资金建
设的这58个大棚都承包给了农户，
除了农户的增收部分，村集体每年

还有4万多块钱的集体收入。”王
光业说。

眼下的袁家村，每天从夜里11

点开始就热闹起来。一辆辆货车沿
着刚刚拓宽的龙白路驶出白桥镇，

车上满载的都是袁家村刚刚收割下
来的新鲜蒜黄。3个小时后，一箱
箱新鲜的蒜黄就出现在济南、德州
的市场上。

“这是我们村种植蒜黄的第一

季，生产期从2020年9月份可持续
到今年3月份。村里发展蒜黄生产
有独特的优势，去年7月我们就把
蒜 头 趁 低 价 收 储 到 村 里 的 冷 库
里，冷库控温4 0多天让蒜头拱好
芽，然后冷藏待用；到了种植蒜
黄的时候，从冷库里提出蒜头种
植，再经过32天，蒜黄就上市了。
蒜黄种植过程中不施化肥、不用
农药，品质没得说。并且这样一
来，村里的蒜农全年都可以进行
生产，村里冷库也得到了最大限
度 的 利 用 ， 效 益 还 是 很 可 观
的。”王光业说。

“真没想到俺一天能挣200多块
钱的工资，并且还不耽误回家做饭
照看老人孩子。”正在收割蒜黄的
村民王冬英开心地说。随着蒜黄生
产的进行，眼下袁家村的家庭妇女
都成了大棚种植户争抢的“香饽
饽”。和王冬英一起在大棚里干活
的妇女吴延岭每天也是200多块钱的
收入，两人每天都忙得很开心。

袁家村这些占地10来亩的58个
蒜黄大棚是盘活闲散土地资源建设
的，眼下村里正在平整盘活后的闲
散土地准备建设蒜黄市场。“我们

准备把剩下的60多亩闲散土地都拿
来发展大棚蒜黄种植，让蒜农们一
年四季都有收成。”王业光说。

每天一万多斤蒜黄不够卖
商河袁家村大棚蒜黄生产，让农户和村集体双增收

农村大众报记者 唐峰 通讯员 田文静 信胜杰

村里妇女是蒜黄生产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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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春节前很多农产品的价格
都会迎来上涨，作为春节必备的零
食葵花子，价格走势如何呢？

葵花子价格受产地、品种、品
质等影响而不同，目前内蒙古自治
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美葵601批发
价格11元/公斤，陕西省榆林市靖
边县油葵批发价格9 . 4元/公斤，山
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油葵批发价格7

元/公斤，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361

葵花子批发价格6元/公斤，河北省
唐山市迁安市361葵花子批发价格
12 . 8元/公斤，甘肃省武威市民勤
县 3 6 3葵花子批发价格 7 . 2元 /公
斤，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
葵花子批发价格11元/公斤。

目前葵花子走货速度比较缓
慢，但是价格坚挺，很多地方的葵
花子价格还有上涨的态势。从国内
葵花子价格行情可以看出，价格上
涨是因为葵花子产量降低、供应紧
张，给葵花子价格上涨带来了利好
因素。另外市场上的植物油种类比
较多，尤其是油菜籽油价格上涨比
较明显，也给葵花子价格上涨带来
了利好因素。加上春节临近，很多
客商开始进货、囤货，对葵花子的
市场走量，以及价格也有利好因
素。

总之，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下，葵花子价格迎来上涨行情。而
随着春节采购需求完成，葵花子节
日利好因素减小，可能会出现价格
下降。按照目前葵花子市场价格及
走势分析，春节前将会维持小幅上
涨局面，不会有太大改变，建议种
植户择机出售。 (惠农)

葵花子价格

迎来上涨行情

秋粮产量大、品种多，特别是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的大背景下，抓好秋粮收购具有
重要意义。“当前，南方地区秋粮
收购已接近尾声，旺季收购将于1

月底结束，东北地区仍处于收购高
峰，预计旺季收购4月底结束。秋
粮收购进展顺利，粮食市场供应充
足、运行平稳。”近日，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
云在介绍当前秋粮收购工作的最新
进展时表示。

秦玉云介绍，秋粮收购工作启
动以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加

大调研调度力度，深入开展分析研
判，及时召开收购工作会议、下发通
知，作出部署安排。同时，持续强化
收购政策落实，督促各地严格执行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大力做好市
场化收购，指导有关央企严格执行
最低收购价政策，开展好政策性收
购，确保了秋粮收购有序进行。

截至1月5日，主产区入统企业
累计收购秋粮1 . 1亿吨，同比增加
500万吨。从收购情况看，市场化
收购比重达到98%，比上年提高了8

个百分点，收购市场平稳有序、优
质优价特征突出。当前，主产区中

晚籼稻收购均价为每吨2796元，粳
稻2802元，玉米2560元，大豆5250

元。
“新粮上市以来，市场行情较

好，农民售粮较为积极，同时企业
和经纪人收购意愿增强，入市踊
跃，特别是玉米购销两旺，收购进
度快于上年。”秦玉云表示。

随着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深入推
进，售粮农民的市场意识越来越
强。“种粮农民主动对接市场，一
些农户在卖粮前会多方搜集市场信
息，过去‘集中售粮’的情况逐渐
转变为适时适价售粮，售粮期有所

拉长。”秦玉云说。
另外，最近几年部分省份大力

开展“互联网+收购”，推广“预
约售粮”，提高服务水平，取得了
较好成效，农民售粮等候时间缩
短，收购现场秩序良好。

秦玉云表示，下一步，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密切跟踪市场形
势，持续抓好秋粮收购。春节前重
点关注东北地区粮食收购。目前，
东北地区仍处于收购旺季，农户手
中余粮仍然较多，将继续落实好收
购政策，引导农户均衡售粮、企业
理性购销。 (高文)

市场化收购比重达98%

我国秋粮收购平稳有序优质优价

近来，全国发生了大范围的
寒潮天气，蔬菜价格情况如何？
临近春节，蔬菜供应有保障吗？
相 关 专 家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冬春季节全国蔬菜供应有保
障，预计节后全国菜价转入季节
性下行通道。

近期蔬菜价格涨幅明显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蔬菜价
格涨幅比较明显。”1月11日，中
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副所长孔
繁涛研究员说。

2021年1月份 (截至1月10日数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
国平均批发价每公斤5 . 44元，环比
上涨10 . 8%，同比上涨5 . 2%。分品
种看，环比价格25种上涨，3种下
跌，其中涨幅超过 3 0%的有青椒
( 3 6 . 9 % )、冬瓜 ( 3 5 . 6 % )、洋白菜
(31 . 3%)。

孔繁涛告诉记者，2020年12月

末和2021年1月初，全国发生大范
围寒潮天气，给后期冬春蔬菜生产
带来不利影响。这种低温和雨雪弱
光条件极不利于北方设施蔬菜和南
方露地蔬菜生产。蔬菜生长速度减
缓，甚至发生冷害，产量减少，集
中上市期将有所延迟，进而可能出
现茬口衔接不畅情况，导致产地收
购价格较往年偏高，部分品种价格
涨幅偏大。

不过，寒潮天气只是导致蔬菜
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发生
寒潮天气之前的2020年12月份，农
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
批发价每公斤4 . 9 1元，环比上涨
9 . 6%，同比上涨7 . 7%。

“近期蔬菜价格上涨另一个主
要原因是供应进入冬季模式，价格
随着冬季生产、采收、运输成本增
加而转入季节性上行区间。”农业
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首席
分析师张晶说。

以北京市场冬季蔬菜供应为

例，市场上销售的蔬菜主要分三部
分：一部分来自北方地区大棚种
植，即通常所说的设施蔬菜；一部
分来自南方，即通常所说的南菜北
运；一部分是冬储蔬菜。南方产区
芹菜和另外一些小品种蔬菜，由于
降温，生长速度放缓、产量跟不
上，价格上涨明显。

全国蔬菜播种面积保持稳定

全国蔬菜价格总体高位运行，
再过不久就是春节了，供应有保障
吗？

“2020年以来菜价整体偏高，
蔬菜生产积极性相对较高，冬春蔬
菜供应有保障。”张晶告诉记者，
2019年全国蔬菜播种面积2078 . 64万
公顷，2020年规模基本保持稳定。
据中国蔬菜协会监测，1800个蔬菜
信息监测点2020年11-12月份新增播
种面积同比均小幅增加。此外，受
夏秋不利天气影响，冬季部分南方

产区蔬菜上市期推迟，如福建、浙
江受旱情影响，菜花、莴笋上市期
推迟，广东、海南受台风影响，椒
类、瓜类、豆角类上市期有所推
迟，虽然当前这些品种供给呈稳中
偏紧态势，但对春节期间蔬菜保供
提供了有力支撑。

“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供应基
本上已经恢复到常年同期水平，甚
至还出现短时间供应超过常年同期
的现象。有的蔬菜供应量增幅较
大，有商户不得不降价促销，出现
短时间亏损。总体上看，供应是充
足的。”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统计部经理刘通说。

张晶表示，临近春节，采购备
货需求旺盛，加之物流及人工费用
上涨相对明显，预计后期菜价在一
段时期内将继续保持季节性高位运
行。不过，只要不发生大规模寒潮
或冻害，春节后全国菜价将转入季
节性下行通道。

(据《经济日报》)

冬春季全国蔬菜供应有保障
预计春节后菜价转入季节性下行通道

俗话说，只要产品好，不愁
没市场。眼下袁家村的蒜黄供
不应求，很好地印证了这句
话。究其原因，首先是袁家村
的蒜种优势明显，其次是土
地无污染，生产出来的是“有
机”蒜黄，满足了市场需求的
产品，必然受到市场的欢迎。
再者，每年冬天到春节前这
段时间，正是蔬菜价格的季
节性上行区间，袁家村蒜黄
也沾了时间上的光。一些合
作社和农户有时感叹种植的
农产品难卖或卖不上价，其实
很大程度上还是没有跟上市
场步伐，没有研究透市场的需
求。只要产品跟着消费者的需
求升级，就不愁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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