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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一到 6 月，大蒜开始上市，山东金乡就

格外忙碌。从县城周边的国省干道到曲里

拐弯的“村村通”公路，来往车辆几乎全装着

一袋袋白、红大蒜，空气中飘荡的蒜味让你

确信，这个“中国蒜都”果然名不虚传。

让金乡与大蒜一起出名的，除了大蒜，

还有与大蒜如影随形的价格。从 2010 年

被市场炒爆的“蒜你狠”，到随后几年的涨

涨跌跌，大蒜几乎就没有消停。今年同样

如此，6 月初大蒜一开秤，每斤 0.7 元、0.8 元

的收购价比去年的 1.5 元低了一半，一些媒

体惊呼大蒜再坐“过山车”。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呢？

大蒜增收带来喜悦
6 月 16 日，在金乡大蒜交易市场，各种

蒜车整齐地挤满广场，买家与卖家平静地开
价、议价。年轻的大蒜经纪人苏团结告诉记
者，一车大蒜 3000 多斤，以每斤 0.9 元左右
的价格收上来，能卖到 1 元就成。“好卖不？”
记者问。“今天卖出去不成问题。”他有几分
轻松。

对这种轻松，金乡县大蒜协会会长杨桂
华有自己的解释。他说，大蒜种植成本如蒜
种、化肥等加在一起每亩 1500元左右，加上
人工费超过 2000 元，今年收成较好，平均
亩产在 1.1 吨，按照每斤 0.8 元到 1 元的价
格，蒜农略亏或持平，赚的就是人工钱。“不
过，今年开秤价格较低只是市场对大蒜增产
的一种预估，不能简单地与去年减产预估的
价格相比，而且这不是市场消费能力的真实
反映，后期价格应该会平稳一些。”

“市场看上去还比较平和？”面对记者这
一提问，杨桂华说，金乡大蒜已经成为市场

“价格风向标”和“产业高地”，经历了这些年
的市场涨跌，从蒜农、经纪人、收贮加工企业
到行业主管部门，对正常的市场起伏心中有
数。“可以说，金乡人既有抗风险的心理准
备，也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这种抗风险能力是怎么来的？“金乡种
植大蒜已有 2000 多年历史，但大蒜真成气
候，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从散种扩大到
10 多万亩，至 90 年代发展到 40 多万亩。
2000 年前后再度发力，扩种到 60 万亩，直
到近几年，稳定在 65 万亩左右。”分管商务
流通的金乡县副县长杨凯回忆了金乡大蒜
的起家历程。他总结说，金乡大蒜从零散种
植、大规模兴起，到现在抗风险能力增强，经
历了几道关口，可以用 3 个“感叹号”来概
括。“这 3 个‘感叹号’能生动地告诉你金乡
大蒜抗风险能力是如何增强的。”

第一个感叹号是大蒜带来的增收喜
悦。金乡县农业局经济作物站站长王乃建
说，大蒜面积逐渐扩大，主要是能带动农民
增收，是富民产业。鸡黍镇杜河村村民武书
新用自己的经历印证了这一说法。武书新
今年 58 岁，种大蒜快 30 年，他说年轻时村
里主要种小麦，后来种蒜，一年两茬，蒜棉轮
种。“按正常年景，一亩大蒜的综合收入能保
持在 2000 元以上，比种其他作物强。”他
说。蒜农除了种蒜，还兼做经纪人，或者从
事与大蒜相关的运输、打工等。“蒜农人均年
增收至少在 8000 元以上，去年金乡农民人

均纯收入 12000 元，主要得益于此。”王乃
建总结。

市场风险带来苦恼
第二个感叹号是市场风险带来的苦恼。

种大蒜比种其他大宗农产品更挣钱，但大蒜
价格变化更频繁，蒜农在享受增收喜悦的同
时，也承受了更多歉收、欠产带来的市场打击
和苦恼。金乡县单楼村大蒜经纪人刘茂荣
说，有一年他一车大蒜拉到北京市场才卖100
多元，几分钱一斤出手，亏得要“吐血”。

杨桂华回忆这些年大蒜价格行情的变
化说，2005 年以来，大蒜价格总体上涨跌循
环。2005 年、2006 年价格较好，2007 年、
2008 年连续亏损，2008 年大蒜跌到 5 分钱
一斤，蒜农伤心到都不愿种大蒜。2009 年、
2010年涨价，2011年就跌了,2012年再涨，
今年开秤价格又跌了。“大蒜价格二三年一
个周期正常，没必要过于紧张，我们要做的
是摸清原因，提高承受风险的能力。”

第三个感叹号是抗风险能力提高后带
来的更大收获。市场变化的激烈与严酷，使
金乡人意识到，富民产业如果没有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不仅不能富民，产业也无法持
续发展。杨凯说，为了提高金乡大蒜抗风险
的能力，金乡县主要在 3 个环节上下了功
夫：品牌、加工、营销。他举例说，为了维护
品牌，金乡大蒜一直坚持从种植源头抓起。

“近两年又率先推广有机大蒜，目前已经认
证了 2 万多亩。”金乡还建有国内最大的国
际大蒜产业园，金乡大蒜先后获得了“国际
地理标志产品”和“欧盟地理标志认证”，从

“大蒜节”到产销对接会，金乡迄今连续举办
了 8届，今年的产销对接会成交 39万吨。

精深加工带来转变
谈到大蒜深加工，金乡县委书记刘章箭

说，要从简单大蒜原料生产基地向加工中心
转变,由大蒜农业向大蒜工业转变，必须在
深加工上下功夫。在这一思路下，金乡大蒜
深加工能力已达到 50 万吨左右、精加工产
品 40 多种，可以消化金乡每年 80 万吨产量
的一大半。金乡成功果蔬公司董事长王翠
英说，他们加工的黑蒜一斤卖到 40 多元，比
别人高出许多倍。

这种产业链条中的高端地位，使金乡大
蒜在业内保持着从销售到价格的许多优势，
也使金乡大蒜面对涨跌多了几分从容。记
者在金乡县采访当天，恰逢河南杞县蒜业集
团负责人于兆海来金乡洽谈。他说，杞县也
是大蒜产地，但金乡大蒜贮存能力强，议价
地位高，许多杞县大蒜会运到金乡之后再销
往国内外市场。

3 个生动的感叹号，画出了金乡大蒜在
成长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不过，对第 3 个感
叹号，金乡人有清醒的认识。金乡县长董冰
说，金乡县几年前就明确了“规模化发展、区
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专业化运作、产业化
经营”的发展思路，但要让大蒜真正具有富
民、强县、抗风险的能力，把第 3 个感叹号画
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说法，得到了
大蒜业内的普遍认同。

金乡丰盛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隋云
玉说，大蒜行情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比如
去年价格好，通常种植面积就会增加，影响
到今年的行情，因此今年开秤价格相对低一
些，这很正常。下一步价格如何走，要看市
场消费力，要看加工、贮存能力，这不是一个
地方能解决的，需要从更高层面来对待。

金乡县大蒜协会会长杨桂华认为，大蒜

价格高低，与市场信息不对称有关。比如市
场都认为去年大蒜面积增加今年要增产，但
种植面积究竟增加多少，没有人说得清楚。
大蒜是小宗农产品，全国就几个主要产地，
权威部门通过卫星遥感就可以弄清楚种植
面积多大，这些信息发布出来就可以指导各
个协会和市场，避免因信息不明导致的种植
大起大落和价格过度波动。

一头大蒜带出的三个感叹号
——山东金乡大蒜产业调查

本报记者 瞿长福

选择大蒜产业做调查，很有现实意义。

我国是农产品大国，但不是农产品强国，无论

在产品品质、市场影响力，还是价格决定力等

方面都还有明显差距。因此，一头大蒜做大

做强的经历，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和借鉴。

以金乡为例，从大蒜产业的起步、发展

到壮大，金乡在 3 个环节始终按照尊重农

户、顺应市场、引导发展的态度，既积极有

为，又不插手代办，更不一手包办，把该管好

的管住，把该放开的放活。其效果就是，将

金乡大蒜做成了地方名片，做成了产业名

片，也做成了富民名片。

在种植环节，金乡大蒜有一个从散种到

大规模种植的过程。金乡县的可贵之处，在

于他们决定以一县一品的思路来打造大蒜

产业时，没有因为动机的“高尚”就包办代

替，强迫农民种大蒜，而是通过市场引导和

效益鼓励，让农民实实在在看见好处，自觉

自主地种植“金疙瘩”。这一点在上世纪 90

年代尤为难得。

在市场环节，金乡人没有因为大蒜行情

遭遇“滑铁卢”、“过山车”就动员甚至逼迫农

民挖掉大蒜，也没有因为大蒜价格起起伏伏

就三心二意另起炉灶、另种“致富果”，而是

扎扎实实研究市场，通过各种方式开拓市

场、抢占市场，硬是把一头普普通通的大蒜

做到了不普通、不一般。

在加工环节，金乡同样体现出高超的有

所为有所不为的引导艺术。如何加工是企

业的事，但管理部门通过政策鼓励和力所能

及的利益倾斜，让更多的企业把精深加工作

为努力方向，使金乡大蒜走出了一条不同于

普通大蒜的高端道路，也使金乡大蒜拿到了

保持市场领先的“金钥匙”。

一头小小大蒜，能做到产业领先、市场

通吃、多方受益，金乡的做法很有价值。

采 访 手 记

尊重 顺应 引导

我国农业发展形势总体良好，但面临

的风险也不少。去年以来，生猪价格持续

走低对生猪产业造成重大影响，今年春季

爆发的禽流感又让家禽产业遭受重创。

农业属弱质产业，容易受到自然、市场、技

术和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何规避

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已成为需高度重视的

问题。

当前我国农业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一是自然风险。近年来我国农业

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虽然得到增强，但气

候异常，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增加了防范

的难度。二是市场风险。在经济全球化

的大背景下，农业不仅面临着国内市场风

险，国际市场风险也会传导到国内,市场

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强；农产品经营主体增

多，粮食收购由过去的国企收购转变为经

纪人、国内粮商和国际粮商共同参与，市

场调控变得更难；游资频频进入农产品市

场，导致部分农产品价格出现暴涨暴跌，

前几年的“豆你玩”、“蒜你狠”等现象背后

都有游资的身影。三是安全风险。安全

风险存在于农产品生产、储运和加工等环

节，前不久发生的大米镉超标事件，就是

种植水稻的土壤被污染的结果。而且，农

业风险的扩散、传递十分迅速，破坏力极

强。有专家说，我国农业已全面进入高风

险时期。

因此，加强农业风险的有效管理就成

为我国发展现代农业非常重要的课题。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

系已经初具规模，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政府援助和社会救济。这是我国当

前应对农业风险最普遍的形式，这种方式

的特点是事后发挥作用，存在一定局限

性。二是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2004年，

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始在全国试点推广，取

得一定成效，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因为存

在经营管理成本高等问题，导致该项政策

大范围推广存在难度。三是推行农产品期

货。从国外经验看，农产品期货是防范农

业风险的有效手段，对于管理农业风险意

义重大。目前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经过多

年发展，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条件。

近年来一些国家为了规避农业风险，

又推出了指数保险和保险证券化两种创

新性的农业风险管理工具，这两种保险工

具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有专家认为指数保险很适合在我国推广。

防范农业风险的关键在于发展现代

农业，用科学技术改造农业，提高农业内

在品质，提高

农 业 产 业 化

水平，提高农

民 组 织 化 程

度，增强农业

抵 御 各 种 风

险的能力。

加强农业风险科学管理
刘 慧

本报讯 记者王伟、通讯员夏凡报道：
近日，商丘市举行 2013 年夏粮收购资金供
应与管理工作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商丘市
经过筛选、审核 134 家收储企业，通过媒体
公开各库点信息、监督电话，对夏粮收购实
施“一站式”便民服务。在夏粮收购中，商丘
将服务内容、收购品种、质量标准和收购价
格张挂上墙，坚持用仪器定质、以质论价、优
质优价、积极推行网银结算，强调不得出现
不及时支付售粮款、抬级抬价、压级压价、克
扣斤两、质价不符、代扣各种收费，以及擅自
放宽质量标准等现象，确保小麦收购公开、

公平、公正。商丘市纠风办、粮食局等部门
还组织了 7 个夏粮收购督查组，分赴各县

（市、区）查处各种涉粮违法违规案件，切实
保护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同时督导
各粮食收储企业加强储粮安全管理，制定各
种事故处置预案。

中储粮商丘直属库主任王斌介绍，全市
收储库点已空仓容 150.5 万吨，做到严守标
准，农民卖多少粮、收多少粮，咨询、登记、检
验、检斤、结算、兑付等流程高效。该库还准
备了 3 套流动收购设备，对售粮大户实行预
约、上门收购。

河南商丘启动夏粮收购

据农业部数据显示，2012 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
到 5906 万吨，同比增长 5.4%。其中，水产养殖产量
4305 万吨，增长 7%。近年来，我国水产养殖大幅增
长，养、捕比例由 2002 年的 63:37 提高到 2011 年的
72:28。目前，我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70%。

在近期举行的农业部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2012年度试验项目总结会上，有专家建议，我国水产养
殖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要在提高水产品质量和减少
污染两方面下功夫。“现在越来越多的养殖户不再盲目
追求产量。”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示范处处长高勇说，

“提高水产品质量，要从养殖方式的改进入手。”
高勇举例说，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正在推广微

孔增氧和膨化饲料高效利用等技术，如果淡水水产养
殖利用微孔增氧技术，相比传统的增氧技术可节约电
费 30%。记者了解到，美国大豆出口协会联合全国水
产技术推广总站进行的利用大豆浓缩蛋白替代鱼粉蛋
白试验，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从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和
缓解鱼粉供应紧张的状况来看，利用植物蛋白替代动
物蛋白是未来的趋势。”高勇说。

“我国水产养殖科技支撑能力还较弱，不能适应产
业快速发展的要求。”农业部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副
站长孙有恒说，我国水产养殖业要走规模化的道路，养
殖户要更重视饲料、苗种的统一供应，统一防疫。他建
议我国的水产养殖户要在市场、水质、饲料、鱼种和渔
场管理等方面继续努力，不断提高养殖水平。

有专家建议，我国水产养殖业要真正实现规模化
和现代化，还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强监管和加大政策的
扶持，应将良种补贴扩大到水产养殖领域，同时扩大农
机具补贴在水产养殖中的范围。

科技助推水产养殖方式改变
本报记者 谭 辛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通讯员刘云珠报道:大连金
州新区拥有紫云花汐千亩薰衣草花田、范家大院和小
黑山郊野公园等旅游景点，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休闲
度假。依托本地资源，金州新区正在成为大连发展乡
村旅游的重要力量。不只是金州新区，甘井子、旅顺
口、瓦房店等地也在全力构建各具特色乡村旅游线路，
共同推动大连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大连市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以生态保护为
前提，以旅游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全市乡村旅游产业呈
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围绕“一园两庄”建设和乡村旅游
节事活动，大连乡村旅游迈入高端化、精品化发展新阶
段，推出了休闲农庄、采摘体验、农业园区、生态观光、
特色村镇、绿道漫游和节庆活动等系列产品。截至去
年年底，大连已经发展 20 个特色乡镇、60 个专业村和
331 家省、市级星级农(渔)家乐，并涌现出一大批休闲
山庄、农业观光园等农业休闲观光综合项目。2012
年，大连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1075 万人次，相当于全市
游客总数的 22%;实现综合收入 55 亿元，同比增长
21.85%。

据了解，今年大连将进一步加大乡村旅游的发展
力度，围绕“农业生态旅游园区、旅游休闲农庄、特色旅
游村镇、精品旅游采摘园”建设，推动农业旅游资源丰
富的地区向农业旅游观光产业区发展，重点打造一批
生态旅游园区、旅游休闲农庄、旅游专业村和精品旅游
采摘园，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大连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大连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本报讯 日前，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下属中化农
化有限公司与黑龙江省植检植保站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共同携手探索现代农业植保技术服务
新模式，加快推动现代农业植保技术的应用。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植保方面还有很多不利
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因素，如种植者安全用药意识淡
薄，对施药时间和方法把握不当。病虫害防治知识
匮乏，不能选用正确的药剂，不能因病虫施治，不仅
贻误防治期，还带来不必要的浪费。

根据此次合作协议，中化农化和黑龙江植保站
将联合为黑龙江省部分试点农户提供包括植保防治
方案、植保产品、技术服务及残留监测等在内的一体
化作物植保解决方案，致力于通过推广高效、低毒、
低残留的植保产品及科学合理的施药方式，最大限
度地提高农药使用效率。 （杨 柳)

中化农化携手黑龙江植保站

开 展 现 代 农 业 示 范 工 程

本版编辑 李 亮

在浙江省余姚市四明山镇悬岩村，电力工人正

在拆除旧的变压器。近期，余姚市供电局为唐田上

村、黄溪坑等山区的线路做好增容、改造工作，为当

地夏季安全用电提供有力保障。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卢味红摄影报道
















































安徽皖垦种业公司寿县分公司寿西湖农场将收获的小麦通过传送带运输到粮仓中。

据悉目前当地烘干设备已全线启动，确保收获的小麦及时烘干。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