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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财经

春节之后，东北局部地区玉米“销”、“收”两不旺，部分农民

担心粮食在手中变质贬值，心中焦虑。如果有效解决现实难点，

放眼不远的将来，我们仍然乐观——手中有粮，心中莫慌。

当前玉米销售不畅有偶然因素，也有惯例可循。偶然因素

是，去年东北百年不遇刮起布拉万台风，秋季东北雨水过多，导

致玉米水分高于常年 3 个至 5 个百分点。冬季降雪频繁，玉米

降水慢。这些湿粮入库需要烘干，会增加粮食企业成本，企业收

储意愿低。有惯例，即每年春节后都出现短期的销售低潮，原因

是节前一段时间是中储粮补库时段，加工企业因为糖酒旺销加

紧生产，而玉米是糖和酒精的主要来源。今年春节前，两大用户

竞相争粮，使粮价从开市时的 1.05 元每斤拉高到 1.14 元每斤。

春节前后饲料用量也不同，节前猪鸡临出栏加料喂养，春节后

补栏的都是雏鸡、小猪，用粮自然减少。玉米的工业原料和饲

料两大用途均同步共振，玉米市场反应自然有所波动。

卖粮难是农民的感受。近年来，由于惠民政策不断出

台，每年提高最低保底价格，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价格、

农民的增收预期都随之提高。现在粮价波动，农民有些不适

应，这种心理预期的错位加大了销售不畅的状况。

从供求关系看，本不该出现卖粮难。我国玉米多年来供求

是紧平衡，每年还要从国外进口玉米。以吉林省为例，早在10年

前就喊出了“告别卖粮难”的口号，在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的“储不

下，运不走，卖不出”的问题。自从国家有了临时储备价格保

底，就只有卖不出“高价”的粮，而不存在卖不掉的粮。玉米本身

也从口粮的角色变成食品加工和饲料的主力军。特别是吉林省

玉米加工企业不断增多，从生产淀粉、糖，到高附加值的赖氨

酸、化工醇，玉米深加工达到总产的一半以上。农民不再为卖

粮苦恼，收入也因此大大提高。

东北地区目前出现的粮食暂时销售不畅，让我们进一步

思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必须坚守粮食安全，不能因为暂时

的销售波动就动摇粮食生产，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保护种粮农

民积极性。比如可否比照稻谷和小麦出台粮食最低收购价，或

者更早出台临时收储价，让农民吃定心丸。第二，中储粮公司

和地方政府部门必须切实落实中央政策性收购制度，增强工作

力度，在工作环节上抓细、抓实、抓到位，同时加大收粮的组织

化程度，不能让农民盲目卖粮，造成信息不灵，心里不顺。第

三，有关部门要指导农民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和经营意识。粮食

水分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选种出现偏差，越区种植的品种

往往会因为气候变化而减产。应鼓励农民建设玉米储藏楼，庭

院立体储藏，择价卖出，获取最大收益。

专家预计，今年5月后，玉米价格仍然会上涨。事实上，近

期的玉米价格每斤已微幅上涨 3 厘至 5 厘钱，出现触底反弹。

目前，玉米收购企业“主战中原”，不久必将会“转战东北”。

从我国玉米的供求关系看，本不该出现卖

难现象。暂时的销售困难有多重偶然因素，不

能因此动摇粮食生产，要时刻注重保护农民种

粮的积极性

“卖难”是暂时现象
李己平

本报讯 记者李己平 倪伟龄报道：近期天气转暖较
快，吉林省、黑龙江省高度重视高水分玉米收储工作，采取多
种措施加大收购力度。

吉林省近期启动了 3 项收储政策：一是针对东部山区高
水分玉米烘干后出现的变色粒无人收购问题，争取新的鼓
励政策，对色变粒玉米按正常玉米实行敞开收购。二是在
有关部门认真测算的基础上，省政府研究确定放宽玉米水
分扣量标准。三是对东部山区等外玉米卖难问题，启动省
级临储玉米收购措施。

在售粮集中地区，吉林省粮食部门及时增设库点，利用社
会多元主体搞好入库烘干，确保入库安全。吉林省还督促政策
性粮食收购企业，严格执行政策，保护农民利益，对压级压价、
限收拒收、变相克扣等行为从严查处。截至目前，吉林省玉米
入库 326亿斤，收购市场平稳。

目前，黑龙江农民手中需出售的玉米还有过百亿斤。黑
龙江省已明确要求，全省交通部门不得强收农民运粮车辆道
路管理费，开辟农民卖粮绿色通道；电力部门确保充足电力供
应，满足农民玉米脱粒和企业烘干用电需要；各乡镇及时清理
道路积雪，畅通农民售粮道路。省粮食局也要求各地粮食部
门，指导农民利用道路、庭院、粮库晒场等晾晒玉米。

黑龙江还提出，对农民出售符合质量标准的玉米，坚决
做到敞开接收，不拒收、不限收，确保农民当日送交当日接
收；对交售比较集中的库点要昼夜接收；合理增加清理、筛选
设备，为农民销售合格玉米提供方便；不得提高收购标准或
以任何理由停收拖欠；及时为卖粮农民结算粮款，农民要现
金给现金，要转账给方便，坚决杜绝“二次结算”，让卖粮农民
满意。自去年秋粮收购以来，黑龙江省玉米政策性收购和市
场化购销同步推进，取得了较好成效，进度明显快于上年。

“种了一辈子苞米，头一次含水那么高，头一次这
么难卖！”望着自家院里堆积如山的玉米，44 岁的宋金
贵无奈地对记者说。宋金贵是黑龙江省克山县北联镇新
兴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去年辛辛苦苦种的玉米，还有
1000 多吨积压在家。他告诉记者，镇上的粮库不敢
收，因为粮库没烘干塔，收了会烂在库里。

没烘干塔的不敢收，有烘干塔的能否敞开收呢？
在黑龙江中储粮肇东直属库，两座烘干塔正呼呼吐着
白色蒸汽。粮库负责人曹冰寒走到传送带边，随手一
抓，就捡起一块大冰坨，“你看，这是前两天刚收
的，冰比玉米都多，不抓紧烘干过两天准坏。”虽然
肇东直属库日烘干能力达 1000 吨，但曹冰寒表示，

目前也不敢放开收，“以往烘一次就行，今年含水太
高，要烘两次才能干。”

据记者了解，临储玉米收购执行主体是中储粮公
司，中储粮直属库烘干能力不足，已严重影响到玉米
的收储进度。临时建烘干塔也不现实，可行的办法是
紧急借用社会烘干资源。目前，东北各地不少民营粮
食加工企业建有烘干设备，农垦系统的烘干塔也调动
起来了。

“我们已向总公司请示，希望以直属企业和系统内
整体接管库为主体，通过租库收购、烘干和租用烘干设
施等措施，缓解系统内库点收购和烘干压力。”中储粮
吉林分公司副总经理周长喜说。

抢 救 东 北“ 潮 粮 ”
本报记者 黄俊毅

今年春节后，

黑龙江、吉林部分

地区农民遭遇玉

米卖难问题。

全国两会期间，本报曾就

此问题进行了专题报道，并刊

发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如

今，东北地区气温逐渐回升，

那些水分含量大、容易霉变的

“潮粮”处理得如何？请看记者

日前奔赴黑龙江、吉林等地发

回的采访报道。

东北地区气温回升，那些水分含量过大的玉米再不及时烘干，将面临霉变危险——

吉林、黑龙江：

多 举 措 促 玉 米 收 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抢救“潮粮”的过程中，政府
引导和监管也很重要。许多农民认为，“特殊气候”需
要特殊对策，对玉米收储中的一些硬性规定，应按特殊
情况予以暂时调整。

比如色变粒问题。记者在黑龙江省肇东市采访时，
特意从路边一位农民家要了一根玉米棒，带回宾馆在暖
气环境下自然干燥。第二天早晨，原本金黄色的玉米粒
竟变得黑黝黝的，表面还有少许裂纹。色变粒玉米在往年
是不能收的。“我们检测过，色变不属于霉变，营养价值
不受影响。”吉林省粮食局仓储处李先超说。值得一提的
是，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农业部和农发总
行近日已联合下发通知，明确指出色变粒的玉米可按正常

玉米收购。
再如烘干损失。为加快“潮粮”收储，黑龙江、吉林两

省都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吉林省对自然水分在三成以内
的，水分扣量标准按1:1.3比例执行，可使农民每斤多卖4
分钱以上。为此，各收购库点每收一吨玉米，将额外拿出
50 元用于支付烘干费用。此外，烘干将导致部分干物质
挥发，损失一定的重量。业内人士建议，为调动粮库收储
的积极性，政府可考虑补贴一定的烘干费用。

最后是收购监管。记者了解到，虽然有关部门正全
力引导农民卖粮，加大了监管力度，但仍有一些农民和
粮食经纪人反映，个别收购库点利用农民求售心理，刻
意压级压价，对这些行为应该加强监管。

抢收抢烘“潮粮”过程中，动员农民抓紧抢救“潮粮”
是关键。

据吉林省粮食局副局长李毅勇介绍，抓紧收储的同
时，吉林省动员农民自行晾晒。吉林省延边州粮食局副
局长李炳燮说，“我们提醒农民，还没出手的玉米，千
万不能急着脱粒，如果一定要脱粒，就趁夜寒冻上几个
小时。”

此外则是科学储粮。吉林省粮食局调控处副处长王
涛说，“我们动员农民抓紧建苞米楼，改为立体储存。”在
吉林省德惠市朱城子镇瓦盆村，农民李树堂领着记者去
看自家的苞米楼。院墙边，有座两米多高的苞米楼，已装
满金黄的玉米棒。苞米楼用木材简单钉成，底部支起悬
空，顶部加盖防雨，四周留缝通风。

黑龙江省粮食局农村处处长高士全说，“农村传统的
苞米楼能自然风干，至 6 月份就可卖干粮。”吉林省延边

州粮食局直属粮库主任李国志告诉记者，“如果农民卖干
粮，米质、价格会高于烘干的潮玉米，我们烘干用煤费用
还能省下来，农户和粮库双方都受益。”

话虽这么讲，做起来却不易。“含水那么高，就是临时
搭苞米楼，要保证不捂坏，起码要倒腾 3 遍才成。屯里有
人打了四五十万斤玉米，现在农村很缺人手，哪里倒腾得
起？”吉林省蛟河市河南街碾子沟村山头屯农民孙成礼对
记者说，自家 10万斤玉米全囤在院子里。

记者了解到，如今在东北地区，农民收获玉米后，
用苞米楼储存的只占三成，“地趴式”要占一半。“地趴
式”堆放的玉米不能通风，随着气温回升，极易发生大面
积霉变。动员农民搭苞米楼可谓十万火急，但难在人手
不足。“去年闹台风，政府组织了几万机关干部下乡，帮
俺们扶庄稼，可帮了大忙了！要是这阵子能组织人手
帮俺们倒腾苞米就好了！”孙成礼说。

粮 库 ：

烘 干 能 力 不 足

农 民 ：

自 行 晾 晒 不 易

政 府 ：

微 调 相 关 政 策

广东公布了首个地方版“国五条”细则，要求
广州、深圳3月底前公布房价控制目标。但针对广
受关注的“20%”政策，细则仅称要“严格执
行”，并未明确具体措施。

网友点评：
@李连源：广东“省五条”给人有“不得不

为之”的感觉，所强调的内容都是中央反复强调

的，所不同的是指出了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4

个城市，但尴尬的是并未明确上述 4 市是房价上涨

过快城市。

@易宪容：房地产宏观调控仍然沿袭老路在

走，尽管有政策的延续性，但这条路已经证明是行

不通的。如果不把房地产市场问题处理好，政策的

可信度将全面弱化。

@杨东辉：无论房地产调控是否雷声大雨点

小，但它意义重大：一是其攸关新一届政府的公信

力，影响各种经济政策、经济规划的执行力；二是

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实质上是中国经济结构调

整的拦路虎。

近日，A股市场上“国服概念”股集体走强，
引发人们对自主品牌服装的关注。

网友点评：
@苏柏千:不要一味地崇尚外国名牌。中国人

必须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名牌，让国人的名牌走向

世界！

@梦绚尔 MXE 品牌服饰:中国企业应该做好

品牌管理和营销，最好加紧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记事本 KEN：国产服装一样能有品质、有

气质，但要想真正成为国际大品牌，道路还很长。

（更多内容请浏览经济日报腾讯法人微博，
http://e.t.qq.com/jingjiribao）

院士呼吁长江再禁渔 10 年

自主品牌服装股大涨

广东“国五条”细则落地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6 日电 （记者孔祥鑫）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3 月 18 日至
24 日这一周，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总量为 9911 套，
环比前一周下跌了 24.5%。研究机构表示，近期北
京落实“国五条”执行细则即将出台，二手房市场开
始出现降温势头，政策“末班车”效应临近尾声。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表示，北京执
行细则出台临近，一些感觉难以赶上网签的交易双方
已经开始考虑延缓或取消交易计划。还未置业的购房
者，不用盲目跟风交易，以规避不必要的交易风险。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指出，在3月份
还有一周的情况下，今年3月二手房成交量有望突破
4万套，创历史新高。但整体市场相比之前已经出现
降温，在新政落地后市场或将出现明显的低谷。

北京二手房网签大降
“末班车”效应或临近尾声

国 际 服 装 服 饰 博 览 会 开 幕

本版编辑 张 伟 马洪超 杨开新

美 编 高 妍

本版邮箱 jjrbjrcj@163.com

3 月 26 日，参观者观看有透气功能的竹纤维服

装。当日，为期 4 天的第 21 届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

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开幕。

新华社发

长江水域下月将开始3个月的春季禁渔。禁渔
10 年来，长江水生生态资源衰退趋势未得到遏
制。著名鱼类学家曹文宣院士再次呼吁长江全面禁
渔10年。

@王也蚊子_OMG：简单的“禁渔”不一定能

够恢复长江生态环境，更有可能因为无法给渔民提

供合理的生活安排而适得其反——渔民短时期内一

哄而上去长江“抢渔”。禁渔政策要不断完善。

@酸甜野树莓：要具体分析禁渔对于缓解长江

鱼类资源减少的效果。从目前来看，长江沿岸及长江

上游的支流工业废水污染是导致鱼类资源锐减的重

要原因。此外，禁渔还要考虑对航运的影响。

吉林省延边州粮食局直属粮库主任李国志和他新

收的潮玉米。（3月 18日摄）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