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农业2015年7月3日 星期五12

本版编辑 李 亮

继去年东北三省、内蒙古等大豆主产
区试点推行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后，今
年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又作出重大调
整。从今年起，油菜籽收购主体由中央转
到地方，由地方负责组织各类企业进行油
菜籽收购。这一调整能扭转国内油料市
场的困局吗？

收购放开

市场进入“阵痛期”

临储政策取消，从长远来说有利于理

顺价格形成机制，但是从短期来看，可能

影响农民种植积极性

炎炎夏日,安徽省肥东县杨店乡大李
村天滋禾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劲松
正在为新收获的油菜籽销售发愁。往年
当地油菜籽价格为每斤 2.6 元左右，一般
这个时候早已卖完。今年新的油菜籽收
购政策出台后,当地油菜籽收购价格下降
到每斤 1.8 元左右,即使如此低的价格,
仍然没有企业上门收购。肥东县是重要
的油菜籽主产区，2008 年油菜籽种植面
积达到 80 万亩，近年来受种植效益低、生
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现在下降到 50
万亩左右。

湖北省是我国重要的油菜籽主产
区，油菜籽价格急剧下跌导致农民惜售
心理严重。湖北奥星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梁红星告诉记者，他们日加工油
菜籽达 600 多吨，但现在还没有入市收
购,油菜籽存储时间短，估计 7 月份农民
就会大规模出售油菜籽，到时候他们才
会开始收购。

在推行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黑
龙江，目前大豆交易低迷。根据黑龙江大
豆产业协会统计，自 2014 年 10 月新豆上
市至今年 4 月 10 日，黑龙江粮食企业收
购新大豆 216 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245
万吨，减幅达 53.15%。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资深分析师陈艳
军认为，油菜籽和大豆是我国两大主要油
料作物，当前交易陷入僵局是政策调整之
后出现的必然现象。临储政策取消，从长
远来说有利于理顺价格形成机制，但是从
短期来看，可能影响农民种植积极性，导
致种植面积下降。

陈艳军介绍说，东北地区种植大豆补
贴基本在每吨 500元左右，过去临储价是
每吨 4800 元，农民只有将大豆以不低于
每吨 4300元的价格出售才能获得和往年
一样的收益。从去年 11 月大豆集中上市
到现在，绝大部分时间东北地区食用大豆
收购价在每吨 4000 元至 4100 元之间,
油用大豆收购价在每吨 3200 至 3400 元
之间，种植大豆的农民收益大幅下降。

今年油菜籽收购的情况与大豆类似，
在湖北和安徽，对种植油菜的补贴标准是
每亩 46 元至 48 元，按每亩 300 斤的单产
计算，油菜籽的补贴水平为每吨 320 元左
右。目前油厂对油菜籽的收购价为每吨
3400 元左右，加上补贴，相对于去年每吨
5100 元的临储收购价，今年农民种植油
菜的收益大幅下降。

种植收益低是导致国产大豆、油菜籽
种植面积下降的根本原因。据了解，大豆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实施并没有阻止黑
龙江大豆种植面积下降的趋势，今年黑龙
江大豆种植面积下降了 20%左右。预计
明年油菜籽种植面积也可能下降。黑龙
江克东县昌盛乡安全村现代农机合作社
负责人赫永东说，他们合作社去年种植大
豆 2 万多亩，今年只有 8000 多亩。王劲
松说，他们合作社通过推广“一稻一油”的
种植模式，提高了油菜籽机械化水平，但
是如果没有有力度的补贴政策出台，他们
明年也会减少油菜籽种植。

油菜是我国第一国产油料，种植面积
和产量下降带来的供给缺口将由进口油
菜来弥补，自给率将随之下降。湖北监利
县一家油脂加工企业负责人说，她现在很
担心，如果明年油菜籽种植面积和产量继
续下降，将对油脂加工企业带来非常不利
的影响。

差异竞争

突出国产油料优势

国产油料的最大优势就是非转基因，

油料主产区的油脂加工企业应该走差异

化发展道路

据了解，为了保护国产大豆、油菜籽，
国家规定大豆、油菜籽主产区的加工企业
不得使用进口油料进行加工。但是，沿海
的油脂加工企业生产的食用油却曲线进
入大豆和油菜籽主产区，对于主产区企业
形成不公平竞争。

黑龙江是世界上仅存的几个非转基
因大豆生产地之一。为了保护非转基因
大豆品种，哈尔滨检验检疫局近期开展转
基因粮食及转基因产品普查工作，调查黑
龙江大豆中是否混入转基因种子，外省转
基因粮食是否在黑龙江进行加工销售，摸
清转基因大豆及其产品的分布情况。

黑龙江努力保护本地的非转基因大
豆，努力保证本地区域内不生产转基因大
豆，但无法在市场上把国产大豆与进口大
豆分隔。在油料市场上，国产非转基因大
豆在与进口转基因大豆的竞争中处于劣
势，不少油脂加工企业发展陷入困境。黑
龙江金泉集团金正油脂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壮说，他们公司日加工大豆 250 多吨，
现在虽然放开了国产大豆市场，但是国产
大豆价格仍高于进口大豆，黑龙江严禁本
省加工企业进口原料，企业开工生产就意
味着赔钱，不得不选择停产。

油菜籽主产区的油脂加工企业也同
样面临困境。近年来我国油菜籽进口量
持续上升，去年进口量达到 508.1 万吨。
梁红星认为，油菜籽进口量上升，打乱了
国内油料市场的价格平衡，对国产油菜籽
产业造成严重冲击。

有专家建议，我国在充分利用国际国
内市场满足国内食用油需求的同时，应该
加大力度合理利用国际贸易规则，防止部
分大型外资企业不正当竞争。湖北省荆
州市一家油脂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油料主产区油脂加工企业应该充分利用

国产油料的非转基因优势，打造高端菜籽
油品牌。他介绍说，他们公司现在正在投
资打造一个电商平台，计划联合国内一些
有志于发展高端国产菜籽油的企业，推销
国产菜籽油，建立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
提高国产菜籽油的竞争力。

精准补贴

确保产业健康发展

国家应加强顶层设计，理顺国内外价

格关系，出台对农民的综合扶持政策和对

企业的定向引导政策

大豆和油菜籽收购政策的调整，有利
于理顺国内外油脂油料价格关系，增强国
产油料的竞争力。但是，过去几年国产大
豆和油菜籽产业链对临储政策形成依赖，
临储政策取消后，还会有一个适应期。国
家粮食局粮食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亢霞
认为，国家应加强顶层设计，理顺国内外
价格关系，出台对农民的综合扶持政策和
对企业的定向引导政策，促使国内油料产
业健康发展。

首先要逐步理顺不同品种的比价关

系，引导油料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现在，
大豆、油菜籽交易市场化程度较高，但是
玉米、小麦和水稻还在实行托市收购，这
不利于国产大豆、油菜籽产业的发展。黑
龙江大豆产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说，黑
龙江已实施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但玉
米仍实行临时收储政策，而且玉米的收
购、烘干、承储利润稳定，导致粮库、中小
贸易商倾向于经营玉米。

其次要加大补贴力度，提高补贴的
精准性。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
研究员张雯丽认为，在政策调整过程
中，应该加大对国内油料作物的财政
补贴和奖励力度，补贴要进一步向优
势区域、新型经营主体和高产优质品
种倾斜。湖北省粮食局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种植大户以经营为目的，
补贴向种植大户倾斜，有利于调动种植
大户的积极性。”

同时应加大对油脂加工企业的金融
扶持力度。现在很多油脂加工企业因为
缺乏充足的流动资金，没有能力入市收
购，因此，应加大对加工企业的信贷支持，
鼓励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向油菜籽
加工企业发放收购资金贷款。

积 极 应 变 重 振 油 料 市 场
本报记者 刘 慧

“老乡，你家这麦秸还
要不要？”

“不要了，又费事又占
地。”

“不要的话，我们就拉
走了。”

近日，在河南内乡县
湍东镇庞营村的田地里，
玉米刚刚长出 4 指高，田
埂地头上仍然堆放着不少
麦秸，村民庞国忍夫妻二
人开着拖拉机来到地边收
麦秸，村民们想都没想就
让他们拉走了。

从 5 月底，庞国忍夫
妻就起早贪黑在周边的麦
田里忙活，忙着回收农民
们丢弃不要或不方便处理
的麦秸，然后拉到城郊的
一家大型造纸厂出售。

如今，在河南不少乡
镇都出现了像庞国忍夫妻
这样的“秸秆掮客”,这支
队伍由小变大，目前仅内
乡县就有超过 300 多农民
从事这项工作。这些人多
为农村闲散劳动力，他们
瞄准市场商机，对田间丢
弃的秸秆和农民们愿意出
售的秸秆进行清运回收。
为招揽生意，一些“秸秆掮
客”还推出了免费打麦服
务，在指定地点摆放出打
麦机，农民们只要把收割
好的小麦拉来，就免费打
麦，只需留下秸秆就可以。

“一吨麦秸能卖 200
元左右，我们俩人一天能收三四吨，这 20 多天挣了 1
万多元。这几天天气热，确实辛苦，但收入还不错。”庞
国忍算了一笔账。

与庞国忍夫妻的小打小闹不同，内乡县师岗镇的
吕善恒投资 10 多万元，购买了专业设备，租赁了场地，
建了秸秆储存点。“我今年与华航木易木制品有限公司
建立了合作关系，专门购置了打捆机、拖拉机等设备。”
吕善恒说，“打捆机一天能收 20 多吨麦秸，比手工强多
了，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收了 150 多吨麦秸，这一季收
入 4万多元没问题。”

回收来的秸秆，“秸秆掮客”们自有妙用。“麦秸的
用处可大了，可以作为生产原料出售给造纸厂、发电
厂、有机肥厂等企业，也可作为饲料卖给养殖户。”说起
麦秸的用途，吕善恒如数家珍。

“秸秆掮客”，很受当地的村民欢迎。师岗镇青薇
村村民宋俊来说：“现在农民们基本不用麦秸做饭了，
拉回家里，既占地又没用。”当地乡镇干部对“秸秆掮
客”更是非常支持。湍东镇主抓秸秆禁烧的乡镇干部
涂雁冰说：“每年一到麦收，田间地头到处堆着没人要
的麦秸，我们基层干部头疼极了。现在他们收走这些
麦秸，减轻了禁烧压力，减少了环境污染。”

本报讯 记者童政 周骁骏报道：国家发展改革
委、农业部日前联合印发了《糖料蔗主产区生产发展规
划（2015-2020 年）》，提出将在广西、云南两大糖料蔗
主产区建设糖料蔗生产核心基地。

《规划》针对我国糖料蔗种植效益持续下滑、市场
竞争力下降等现状，提出了相应的规划目标，力促广
西、云南两省（区） 蔗糖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到 2020 年两省
（区）糖料蔗面积稳定在 2100万亩，总产量达到 10400
万吨。平均单产水平 4.8 吨以上，其中，糖料蔗生产核
心基地单产水平达到 6 吨以上。良种覆盖率提高到
95%以上，商品化供种水平提高到 85%，分别比基期提
高 10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

——生产条件逐步改善。到 2020年，建设糖料蔗
生产核心基地 700 万亩（其中广西 500 万亩，云南 200
万亩），并辐射带动两省（区）其他地区基地建设，两省

（区）蔗田灌溉面积达到 810 万亩以上，灌溉率达到
39%，比基期提高 30 个百分点。蔗区全程机械化水平
逐步提高，其中收获环节机械化率由 2013 年的不足
4%提高到 16%。

——集约化产业化经营实现新突破。土地有序流
转，适度规模经营取得积极进展。核心区订单农业全
覆盖。农机、植保等专业生产组织服务能力增强。农
业生产基地和榨糖企业深度融合，利益分配机制完善，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桂滇将建糖料蔗生产核心基地

今年国家油菜籽临储政策取消，缺少了政府托底，加工企业和种植户都处于迷茫中，新菜籽收购行情清淡。

另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2015 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 610 万公顷，较去年预计减少 70 万公顷，减幅为 10.3%。

油菜籽和大豆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收储政策调整后，市场波动较大。

在国家邮政局“快递下乡”工程的推
动下，顺丰、德邦等快递企业加大向农村
布局的速度。电商和快递企业如何进入
农村，对农产品的销售产生了哪些影响？
农民们怎样看待“快递下乡”政策？带着
这些疑问，近日记者来到了广东省的农村
一探究竟。

6 月，正是采摘荔枝的农忙时节，走在
素有“中国荔枝第一乡”的广东茂名高州
市乡间路上，随处可见骑着摩托车的农民
正风尘仆仆地赶往收购荔枝的快递网点。

高州市根子镇高坑村村民黄斌说：
“以前保鲜荔枝的普遍做法是先将荔枝浸
泡在冰水中，然后再装箱运输送到镇上、
市里，这样的运输方式容易导致荔枝变
质。现在德邦快递和顺丰快递在村里建
立了集中收购点，可以把刚刚采摘的荔枝
快速发往全国各地。”

据茂名市顺丰快递负责人陈沛华介
绍，顺丰快递在茂名设置了 80 多个荔枝
揽收点，先将农户送来的荔枝在 12 摄氏

度的低温操作间进行分拣，然后装入泡沫
保温箱、加入冰袋打包，最后通过传送带
直接装上冷藏车。他们揽收来的荔枝每
天分中午、下午和晚上 3 拨发往广州、深
圳的机场，再发往全国各地，实现了“当天
寄，最晚后天到”。“今年，我们在茂名设立
的便民揽收点超过 150 个，5 月下旬至今
已揽收荔枝快件 5 万多件，总量达 300 多
吨。”陈沛华说。

记者在广东高州市发现，不少快递企
业和本地电商合作，真正解决了新鲜农产
品流通的“最后一公里”难题。高州市丰
盛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有汉介绍，丰盛
公司从去年开始做电商，和顺丰快递合
作，将 600 多户农民早上 5 点采摘的荔枝
以每斤 6 到 7 元的价格收购，每天能收
6000 多件。记者在丰盛公司的冷库里看
到，20 多个工人正在忙碌着，称重、放冰
袋、装泡沫箱、封纸箱、贴面单、交运，各个
环节紧张有序，平均一分钟就有 3 到 4 个
荔枝快递件完成作业。

为了能让荔枝等农产品以最快速度
送到消费者手中，茂名市探索出了一个成
功经验，就是建设“电子政务、电子商务、
社会化公共服务”三位一体的农村电子综
合服务站。

在高州市分界镇丰林村,记者看到这
里的电子综合服务站能提供网上代购代
销、电子支付、信息咨询等服务。茂名市
邮政管理局副局长谢忠胜说，农村电子综
合服务站让农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
便捷优质的电子商务服务，现在茂名已经
建设完成了 24个农村电子综合服务站。

不同于很多农民，高州市根子镇柏桥
村村民何国标通过微信朋友圈卖荔枝。

“贡园附近就有德邦快递揽收点，通过微
信朋友圈和买家约好货物，可以及时发
送，当天寄第二天就能收到。本地 7 元一
斤的荔枝在外地能卖到 15 元。在荔枝销
售 旺 季 ，最 多 的 时 候 每 天 能 卖 3000 多
元。”何国标说。

在高州市根子镇，记者见到了“80后”

张莨凡，他在德邦公司当了两年快递员
后，去年返乡与他人合作成立了高州市微
果水果农业合作社。“因为在德邦公司看
到了快递业在农村的巨大发展潜力，所以
我决定返回家乡创业。现在我们建立了
微信公众号，工作团队有 20 多个人，每天
有上百名顾客向我们咨询荔枝的品种和
价格等问题。”张莨凡说。

据介绍，随着快递服务快速进入乡
村，茂名市的淘宝卖家从 2013 年的 36 家
猛增到当前的 927 家，而且大多数是在外
打工回家创业的“80后”小伙子。“‘快递下
乡’给当地农民创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
渠道。”谢忠胜说。

广东省邮政管理局局长江明发说，广
东目前已建立农村快递服务网点 1700 多
个，覆盖超过 800 个乡镇，乡镇覆盖率超
过 70%。“邮政、快递和供销社形成良性互
动，优势互补，实现了城乡联通、镇村联
通，促进了乡镇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江
明发说。

广东帮农民做强“保鲜产业”——

快递下乡去 新鲜荔枝来
本报记者 崔国强

河南内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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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的 2015
北京国际茶业展会上，福建省福州市的 6 家知名茉莉
花茶企业举办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福州茉
莉花茶北京推介会”。本次推介会是根据北京市场对
茉莉花茶的爱好而展开的，活动吸引了不少新老客户，
进一步增进了北京市场对福州茉莉花茶的了解。

近年来，福州市不断加大投入，通过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与利用，积极扶持茉莉花基地建设，目前全市有茉
莉花茶企业 100 多家。去年福州种植茉莉花 1.5 万
亩，产量达 1.5 万吨，产值达 22.8 亿元，远销 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王 乐）

福州茉莉花茶推介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