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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11 月 30 日发布公报称，
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58957 万吨，比去年
增产 1836 万吨，增产 3.2%，连续 9 年增产。
粮食“九连增”，国内粮价形势怎样呢？新粮
上市时节，记者做了调查采访。

国内粮价温和上涨

“新粮上市后，价格比去年涨了一点，
总体上变化不大。”12 月 3 日上午，在北京
新发地粮油批发大厅，9 号批销商赵俭飞
对记者说。

赵俭飞 50 来岁，是黑龙江佳木斯人，
2004 年至今，一直在北京做粮食生意，主
要经销东北圆粒米。其他小麦、玉米也做一
些，量不大，随行就市。

赵俭飞告诉记者：“去年俺圆粒米批发
价一斤 2.15 元，现在新米 2.3 元。面粉批发
价每斤 1.42 元，现在是 1.54 元。玉米面去
年每斤 1.4 元到 1.37 元，现在 1.5 元到 1.6
元。新粮上市后，价格变动不大，大米、玉
米、小麦都只涨了 0.1元多。”

新粮上市后，经销商这里价格略有上
涨，农民卖粮价格有什么变化呢？

“去年每斤稻谷卖1.27元，今年新谷卖
1.29到 1.3元，涨了几分钱。”安徽省霍邱县
宋店乡种粮大户王厚云说。46岁的王厚云种
了3756亩水田，今年收了300多万斤稻谷。

稻谷收购价上涨了一点，玉米涨了多
少呢？

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长青社农民孔庆
林记者：“今年玉米收购价比去年涨了四五
分钱。去年大粒玉米每斤 8 角 5 分，今年 8
角 9 分。”孔庆林今年种了一垧多地玉米，
打了 1.8 万多斤。相对来说，小麦收购价涨
幅比较大。河北省赵县南柏舍镇徐家寨村
李素敏种了 180 亩小麦，他告诉记者：“去
年小麦价格最高时每斤才 1.13 元，今年提
到了 1.2 元。”李素敏今年收获了 20 万斤小
麦，比去年多打了 2 万多斤，赶上收购价提
高了，收益不错，很是高兴。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今年粮食再获丰
收，产量再上台阶，但粮食价格仍在上涨。

保护价调高是主因

粮食“九连增”，国内粮价为何仍有上
涨呢？

“国内粮食丰收，粮价仍有上涨，主要
原因是国家提高了最低收购价。”郑州粮食
批发市场高级分析师陈艳军说。

陈艳军告诉记者，今年国家继续提高
粮食最低收购价，三等早籼稻、中晚籼稻和
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每 50 公斤
120 元、125 元和 140 元，比去年分别提高
了 18 元、18 元和 12 元；今年生产的国标三

等小麦，最低收购价提高到每公斤 1.02
元，比去年的 0.95 元提高了 7分钱。玉米价
格小幅上调，是因为今年国家出台了临时
存储玉米的政策。国家临时存储玉米每斤
挂牌收购价格（国标三等质量标准）为：内
蒙古、辽宁 1.00 元，吉林 0.99 元，黑龙江
0.98 元。政策出台后，市场收购价比最低
时，每斤平均上涨 0.05元。

记者从国家粮食局了解到，各地在执
行中，实际收购价都比国家最低价有所提
高。截至 11 月 30 日，全国秋粮主产区新粮
收购已超过 3000 万吨。据国家粮食局监
测，中晚籼稻收购价格基本稳定，在大部分
主产区，每百斤收购价格在 130 至 135 元，
均高于国家确定的最低收购价。

粮价缓涨符合国情

“国际粮食价格暴涨暴跌，国内一直波
澜不惊，呈现小步慢跑格局。”陈艳军说。今
年 6 月中旬以前，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每
蒲式耳在 572 至 683 美分之间，7 月底以后
最高涨到 945 美分，暴涨了 60%。在她看
来，国内粮价缓涨符合我国国情。

“粮食价格温和上涨，俺们卖粮的风险
就比较小。”赵俭飞说。虽然铺里码满了新
粮，但赵俭飞并不希望粮价暴涨。他告诉记
者，别看他每天能批发出圆粒米四五千斤，

其实每斤也就挣3分钱，利润不足2%。如果
价格波动稍微大点，他们这些经销商不仅难
赚钱，还可能亏本。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宋廷明认
为，国内粮价温和上涨，可保护农民种粮积
极性，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种粮成本一直在上涨，粮价如果不涨
点，我们种田就不挣钱了。”王厚云说。王厚
云种田全程机械化作业，他给记者算了一
下成本账：以一亩田计，今年每季水稻，种
子、流水线育秧、机插，总共要 250 元。此
外，农机耕田 60 元，机器收割 80 元，化肥
150 元，农药 40 元，田管 80 元。农资、农
机、人力，这三项成本要 660 元。由于地是
流转来的，每年每亩还要交 500元租金。每
亩成本 1160元，单产 1000多斤，纯利润并
不多。如果是散户纯人力种田，成本还要高
不少。

“粮价稳中趋升，可帮助农民消化成本
上涨压力，有利于加工企业降低经营风险，
有利于保障百姓生活，同时可间接减轻国
家补贴负担。”宋廷明说。

记者从国家粮食局了解到，为保护
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国家明
年继续在小麦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
策，2013 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
价提高到每 50 公斤 112 元，比 2012 年提
高 10 元。

“ 九 连 增 ”后 访 粮 价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河北涿州农民：

围绕首都市场成就致富梦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陈 莉 王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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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将迎来大雪这个节气，这就意
味着天气更加寒冷，降雪的可能性更大。当
城市烧足暖气、开启空调准备迎接寒冬的时
候，没有暖气的农村居民怎么过？记者日前
走访京郊农村居民，一探究竟。

顺义区马坡镇良正卷村的张秀云告诉
记者，他们家对住宅进行了单项改造，通过
外墙保温处理和更换塑钢门窗，张秀云家
里即使不烧炉子也一点都不觉得冷。“以前
冬天都穿大棉袄，还冻得哆哆嗦嗦的，现在
屋里只用穿毛衣就够了。”张秀云说。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活水平
的提高,农民的住房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
善。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民
的住房条件也千差万别，即使在条件相对
优越的京郊农村，在一些偏远和自然条件
差的地方，农民的住房条件仍然很简陋。

“农村住房呈现三个 90%，90%以上住
平房，90%以上是砖混或者砖木结构，90%
以上没有达到抗震设防。”北京市农委村镇
建设处处长郭子华说。

从 2011 年起，北京市大力推进“暖起
来”工程，通过采取“以奖代补”等措施鼓励
农民参与抗震节能新农宅改造，计划利用
两年时间在全市推广建造20万户抗震节能
新型农宅。据了解，北京市制定了农宅改
造的政策标准：每完成一户新建、翻建、综
合改造每户补贴2万元，完成一户单项保温
改造每户补贴 1 万元。奖励资金直接补给
区县。除政府的补贴外，各区县也将根据
实际进行二级补贴，其中顺义区最高，对新

建翻建住宅补贴4万元，单项保温改造补贴
1.34 万元。朝阳、丰台、门头沟、房山、昌
平、怀柔 6个区也制定了与市级基本是 1:1
的资金补贴配套政策，通州制定了与市级
一半左右的资金补贴配套政策。

“许多农村居民房子坏了，能小修不大
修，能修补，就不舍得建新房。但是补贴政
策的出台大大推动了农村住宅改造工程。”
郭子华说。

平谷区黄松峪乡大东沟村的农宅格外
引人注目，因为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铺上
了太阳能系统，能保证住宅的持续供暖需
求。记者随机走进一户农户家，屋里非常
暖和。这家的主人陈秀峰已经 75 岁了，他
告诉记者，以前他们家住在山上的石木房
子里，冬天烧柴火热炕，家里烟熏火燎不
说，还不暖和，有时候晚上一碗水放在屋
里，第二天就结了冰。现在搬到了新建的
抗震节能暖屋，用上了太阳能，干净整洁，
住得特别舒心。

在顺义区马坡镇良正卷村，有的村民
已经用上了地源热泵。村民高杰家的地源
热泵一台十万元。“这是村镇企业提供试用
的，对比哪家的更节能，然后再推广。”地源
热泵就像一台抽热的水泵，冬天将热量抽
上来取暖，夏天将屋里的温度抽出去散热。

抗震节能改造，让农民住宅变得更加
温暖，更加坚固，同时，也大大减轻了农民
的负担，让农村的发展走向低碳、绿色。

未改造之前，北京市农民每年冬天用煤4
吨左右，按照现在1吨煤平均1000元来算，农

民每年冬天的燃煤费需要4000元，这对农民
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许多农民往往舍不
得买好煤，只买便宜的煤，只冒烟不供热，造成
空气污染。节能改造后，不仅节约了煤炭，室
内温度也提高了。从2011年改造完成的农宅
看，冬季室内温度提高4至6度，2011年完成
的11.7万户农宅当年节约燃煤18万多吨。原
来房子的寿命平均15至20年翻建一轮，现在

房屋寿命提高到50年到70年以上，农民从代
代建房变成一代人建房三代人住。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农民住宅抗震节
能改造两年来已经完成 242088户，超过计
划任务的21%。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
化，在京郊农村，缩小城乡差距正在从改善
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扎扎实实展开。

京郊农民住上暖屋了住上暖屋了
本报记者 杜 芳

今年我国棉花出现了库存和进口双双创新高的奇怪现

象。根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1至 10月，我国棉花进口 452.0

万吨，同比增90.3%。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ICAC）发布的全

球产需预测中称，2011 至 2012 年度，全球棉花库存增长的

90%来自中国，中国棉花库存达到600万吨，是上年度的3倍，

中国储备棉库存从不到30万吨激增到400多万吨。连续两年

我国棉花的国内价和进口棉价价差超过5000元/吨，而且，国

内棉花高库存对于棉花价格的抑制作用短期内无法消失。由

于棉花种植效益下降，棉农种植积极性下降，进一步加剧棉

花市场的复杂程度。

当前造成我国棉花市场波动的主要原因：第一，棉花种

植成本不断攀升。近年来，种子、地膜、农药、水费、化肥等重

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

使我国棉花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南疆手摘棉的成本甚至突

破 2300元/亩。成本的上升导致棉花种植的利润空间减小，

棉农的经济效益大大降低，越来越多的棉农由于生产的高成

本而退出棉花种植，改种其他经济效益更好、市场更稳定的

作物，直接造成棉花生产的波动。

第二，棉花品质下降导致竞争力下降。近几年我国棉花

质量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中国纤维检验局的数据显示，1

至 3 级棉花的比例已由 2007 年的 87.21%跌至 2011 年的

32.02%，比例下降高达55.19%。其重要原因是棉农在选择棉

花品种时过于注重衣分率和产量，而忽视了回潮率、含杂率

等影响棉花质量品级的指标。国家在品种的控制上难以监

管，由于棉花品种审定权下放，致使每年各级审定机构审定

的新品种很多，截至 2011 年全国共有 1300 余种棉花品种通

过鉴定，主栽品种近 400 种。由于棉花品质的下降，棉纺企

业从质量上和价格上都倾向于使用进口棉，国储成了国内

棉花的主要去向。

第三，我国棉花流通市场现行的双轨制流通体制也是

影响我国棉花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自 1999 年我国棉花

流通体制改革以后，我国棉花市场实行市场化，在自由竞

争的前提下通过国储调节市场，出现了计划和市场并存的

棉花流通体制。这种市场结构在搞活市场的同时，也造成

我国棉花流通市场的无序竞争、生产能力过剩以及棉花品

质低下等问题。

第四，国际棉花对我国棉花市场的冲击。美国的棉花到

岸价格比我国棉花的生产成本还低，导致我国棉花缺乏竞争

力；同时，南亚地区依靠其廉价劳动力优势生产低成本棉

花。因此，国内棉花企业更加愿意购买低价进口棉花。

那么，如何稳定我国棉花种植面积，降低棉花市场波动

呢？一是要规范我国棉花流通市场，提高棉花流通企业的

准入门槛，淘汰小作坊式的企业，让大型企业在管理水平、

技术、信用、品牌领域内展开竞争，形成一个稳固的棉花生

产价值链。大力完善发展棉花期货市场，发挥期货市场风

险管理作用。二是要注重棉花收储制度的行业补贴性质，

而不是让其简单成为棉花价值链上的利益重新分配制度。

在制定收储价格时，首先要将收储价格与国际市场棉花期

货价格、我国棉花生产成本、纺织品出口预期挂钩。同时国

储在销售棉花时应注意参照国际市场的棉价。三是大力推

广棉花机械化采收，降低棉花生产成本。建议加大机采棉

花品种的研发和推广力度；提高采棉机及相应辅助机械的

补贴额度，扩大补贴机具种类和范围；加大对机采棉各环节

的金融支持力度;等等。四是加大对行业的监管制度，保证

棉花的品质。要加大对棉种市场的监管，严格新品种的审

定，改变只重衣分、产量的育种导向，鼓励机采棉品种的培

育与推广，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改变棉花品种多杂的局面。

要改革现有棉花质量检测指标体系与定级制度，切实保证

优质优价，引导农户主动注重棉花质量。为机采棉量身打

造质检标准，现行普遍的做法是沿用手采棉的标准来确定

机采棉的等级，不利于机采棉的发展，应加紧制定机采棉公

检和使用标准，对纺织企业在原料的选择和配棉的使用上

都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作者为新疆石河子大学棉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棉花经济与信息委员会常务理事）

棉花进口和
库存为何走高

王 力

本报讯 据农业部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网监测，今年
第 47周（11月 19日至 11月 25日）“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指
数”为 185.92（以 2000 年为 100），比前一周上升 1.11 个
点。“全国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83.48（以 2000 年
为 100），比前一周上升 1.27个点。

牛羊肉和鸡蛋价格上涨。牛肉、鸡蛋和羊肉周均价每公
斤分别为 43.93 元、8.86 元和 47.90 元，环比分别涨 0.9%、
0.8%和0.3%，其中牛肉为连续第7周上涨，累计涨幅6.5%；羊
肉为连续第5周上涨，累计涨幅2.5%。猪肉和白条鸡周均价
每公斤分别为20.59元和14.22元，环比分别跌0.1%和0.4%。

多数水产品价格下跌。大带鱼、大黄花鱼、鲫鱼、鲤鱼和
白鲢鱼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28.64 元、31.94 元、14.08 元、
11.04 元和 7.89 元，环比分别跌 2.3%、1.7%、1.3%、1.1%和
0.6%；花鲢鱼和草鱼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1.61 元和 12.80
元，环比分别涨0.4%和0.1%。

蔬菜价格持续上涨。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中 24 种价
格上涨，周均价每公斤为 3.13 元，环比涨 3.0%，为连续第 4
周上涨，累计涨幅 16.4%。分品种看，韭菜和豆角涨幅在
10%-15% 区 间 ；莴 笋 、油 菜 、菜 花 、茄 子 和 生 菜 涨 幅 在
5%-10%区间；平菇跌幅为 6.6%；其余品种涨跌幅在 5%以
内 。 28 种 蔬 菜 上 周 交 易 量 为 43.34 万 吨 ，环 比 增 加
0.2%。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供稿）

蔬 菜 价 格 继 续 回 升

三 农 时 评

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大东沟村农户住上了新建的暖屋。 杜 芳摄

清晨，河北省涿州市义和庄乡北蔡村
村民杨金海将卖菜车直接开到北京市丰
台区六里桥附近居民楼下。满满 1000 多
斤菜不到中午就卖空。义和庄乡约有 30
多户像杨金海一样以种菜、贩菜为业，并
将菜直接卖到北京社区的菜农，每年收入
达到 10万元左右。

像这样依托首都致富的事例在河北
涿州市非常普遍。近年来，该市紧紧围
绕北京市场做文章，通过提供劳务输出、
开拓文化市场、发展特色产业等措施拓
宽致富门路，2011 年，该市农民年人均
收入达到 9337 元，比 5 年前的 4718 元增
长了 97.9%。

进京务工前景好

“看着每个产妇和宝宝都健康，我的
心充满成就感，这份职业我会一直做下
去。”从 2010 年初开始，涿州市展台村的
纪金春就在北京做月嫂工作，现在她月收
入 6800 元，成了响当当的“金牌月嫂”。
和纪金春一样，涿州市有近 3000 名月嫂
和育儿嫂活跃在北京市场。

近年来，北京市用工缺口较大，涿州
市充分发挥毗邻北京的优势，紧贴用工市
场需求，创新方式，优化整合教育资源，搭

建全方位培训体系，加大农民实用技术培
训力度，提高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并
适时引导农民在建筑工程、装饰装潢、劳
务输出等多领域进行自主创业，涌现出一
大批创业能手。

东城坊镇村民任泽群创办的化工公
司长期为北京石化、北京商业系统提供
塑料制品；而东仙坡镇青岗村利用邻京
优势成立一家经营涿州到北京客运专线
的运输公司，还成功把原始发于北京市
房山区韩村河镇郑庄路口的 29 路公交
车站引入青岗村，极大地方便了周边村
民进京务工，进一步拉近涿州同北京的

“距离”。

实现家门口创业

“鸟笼子爱好者越来越多，从之前老
年人玩儿到现在 80 后、90 后都玩儿。我
这笼子纯手工制作，供不应求。”在义和庄
乡南任村“笼子马”传人马福清家，老马正
在认真地制作鸟笼子，屋里竹条、已成型
的鸟笼堆成一座小山。

马福清告诉记者，一对鸟笼子从上世
纪 60 年代的 10 多元已经飞涨到现在的数
千元。目前义和庄乡鸟笼制作户有 190 余
户，从业人员 420 余人，分工明确，鸟笼制

作产业链日趋完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鸟笼等许多古老娱乐项目重新
进入人们的生活，涿州市通过不断加大
文化事业发展投入力度，深入挖掘历史
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旅游品牌，开发创意
文化产品，充实和完善城乡基层文化设
施等方式方法激活民间文化生产力，让
农民昔日只会握锄头铁锹的手，赚起了
文化钱。

玉器加工专业村孙庄乡前铺村生产
的各种玉饰产品畅销北京等地，销售额达
1 亿元，还带动了包装、印刷、木器等行业
发展。该村张文福生产出的一个 1 米高的
青玉五子闹佛摆件，还曾以 680 万元的价
格被海外买家成功购买收藏。

双塔办事处游福街巾帼文艺活动队
通过承接协拍《茶馆》、《鸽子哨》、《亮剑》
等影视剧赚起演出费；豆庄乡南寺村生
产的各种传统笙被中央民族乐团等中外
专业演出团体和中央音乐学院等高等音
乐学府广泛使用；东仙坡镇上胡良村建
成占地 100 亩的“开心农场”，吸引近 40
户北京市民参与认领土地，还与肯德基
公司签订粘玉米收购合同；豆庄乡西何
各 庄 村 建 设 800 亩 植 物 园 ，打 造 融 吃 、
住、玩为一体的“督亢秋成观光旅游”新
景点⋯⋯依托北京“玩乐经济”，越来越多

的涿州农民实现了家门口致富。

一村一业致富快

107国道三步桥段两侧家具商城林立，
前来选购的人络绎不绝；三步桥村内机器轰
鸣声不断，京牌的运货车满载着家具成品从
村内驶出⋯⋯村民李柏青经营着一家沙发生
产作坊，年收入达10多万元。

三步桥村是远近闻名的家具专业村，
大部分农户从事木材采购、家具制作和销
售。目前三步桥家具逐渐在涿州甚至北
京闯出了名气。围绕家具生产，村里还衍
生出家具原辅材料供应链，带动起物流运
输、装饰等产业发展。

近年来，涿州市立足当地特色资源和
区位优势，瞄准北京市场需求，积极调整
农村经济产业结构，引导农民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经济，形成“一人带一村，一村兴
一业”的产业格局。远近闻名的花卉专业
村码头镇大营村 90%以上的花卉销往北
京；豆庄乡小寺村扫帚畅销京津，年加工
量可达 120 万把⋯⋯目前，涿州市已培植
出了“辛庄户葡萄、大庄豆腐丝、义和庄瓜
果、大营花卉、小寺村竹扫帚”等一批特色
经济品牌，成为带动当地农民致富的“新
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