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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着“菜篮子”为啥还吃高价菜
——海口等地蔬菜市场调查

本报记者 何 伟

每年冬季，海南都会吸引大批人来
此躲避严寒和雾霾。在享受着蓝天碧
海、阳光沙滩的同时，又感叹着对一日
三餐高菜价的无奈。

“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菜太贵，我们
老家的大白菜一斤几毛钱，海口居然卖
到 4 元钱，海南不是全国的‘菜篮子’
嘛，菜价怎么会这么贵？”来自黑龙江的

“候鸟老人”王慈敏抱怨道。
的确，海南一直顶着“全国人民菜

篮子”的光环。每逢冬季，海南的新鲜
蔬菜运往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为寒冬
的蔬菜市场增添了绿色。然而，海南本
地菜价却持续居高不下，以致外来避寒
者及当地居民的“菜篮子”越来越重。
近期，记者走访了海口、昆明等地，对海
南高价菜的成因进行调查。

“难产”的本地菜

在种植业更有优势的海南省，记者
调查发现，这里蔬菜的种植成本远高于
内陆许多地区。

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苍东村
的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面积达 700
多亩，种植户大都来自广西、湖南、云南
等地，约 160户。

今年 42 岁的黎锦强与妻子和两个
儿子从广西南宁到这里承包 2.52 亩菜
地已有 10 年，一家 4 口人居住在菜地
旁一处简易平房。

“每天晚上11点开始采摘，然后骑三
轮车到海口市琼山区公益性蔬菜批发市
场或培龙市场销售。”黎锦强介绍，他种的
菜有三四种，夏季以种菜心为主，冬季则
主要种小白菜，再加上黑叶白、生菜等。
在这个区域，他的种植产量相对较高。

“每种菜的生长周期不同，基本是
20 至 30 天左右，一年能产 9 茬菜。在
这个季节只有小白菜的产量高一些，每
亩产量在 1800 公斤至 2000 公斤，其
他品种则低一些。”黎锦强说。

在海南种菜赚不赚钱？“冬季还好，
夏季的投入以及人工要多一些。”黎锦
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夏季按照最低标
准算，一亩地一年的租金是 3000 元

（大棚农地租金每亩约 4000元至 5000
元），用 8 包种子共 72 元；化肥约 200
斤（不包含农家肥、有机肥、磷肥）；农家
肥每公斤 1 元，一茬菜投入 500 公斤；
水电费每月 120 元。除去成本、水电、
租金，黎锦强家的两亩多菜地净收入约
6 万多元。如此算下来，每公斤叶菜不
计人工成本高达 3 元至 5.6 元。据了
解，在海口市郊，像黎锦强一样来自湖
南、广西等地的菜农并不少。

相比之下，农户李雪梅与丈夫在云
南昆明的陆良租地种菜花销，则便宜不
少。夫妇俩租了 40 亩地，每亩每年租
金 2000 元。“上海青的种植一般每亩
产量在 4 吨到 5 吨，1 月上旬的收购价
格为每公斤 0.8 元。”李雪梅告诉记者，
这个价格，他们能赚不少钱。

海南省物价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

示 ，海 南 省 常 年 蔬 菜 基 地 面 积 共 计
15.05 万亩，实际种植面积 9.06 万亩，
种植率为 60.21%；海口市常年蔬菜基
地达 5.1万亩。

记者了解到，除租金因素外，受高
温天气以及台风影响，海南叶菜生产种
植成本增加，造成农户或基地没有投入
过多精力种植叶菜，导致叶菜产量低。

海口市马坡洋广地农业万亩蔬菜
产业园基地核心面积近 2100 亩，加上
带动周边农户以及自然村共计 9000
多亩。据该基地主任万述明介绍，基地
主要种植叶菜、瓜类、椒类以及少量的
西红柿和玉米。在谈到叶菜的种植成
本时，万述明以菜心为例，每亩地成本
在 1850 元至 1900 元，按平均产量 600
公斤计算，每公斤叶菜的成本在 3 元至
3.3元，批发价每公斤 5元至 5.2元。

万述明说，夏秋季露天种植叶菜的
风险较大，主要是病虫害、野草长得快
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每年 5 至 10 月
的淡季，基地露天种一亩菜可以得到海
口市农业局 200元的补贴。”

记者看到，该基地露天种植的菜心
周期已超过 20 天，到了上市的时候，但
此时周围的野草长得比菜心还高了。
而在基地大鹏内种的是南瓜、冬瓜等冬
季蔬菜。“夏天大棚和露天菜地，最高时
种 1400 多亩。”万述明告诉记者，但由
于各种自然灾害，导致露天种菜产量
低，约为 400公斤左右。

零售环节加价多

记者调查中发现，在蔬菜种植销售
中，零售环节加价最多。

在昆明篆新农贸市场，摊位每公斤
蔬菜涨价 0.5 元，而海口市蔬菜摊位每
公斤加价 2 元多，这是为什么？据海口

市大英市场一蔬菜摊位透露，不加价这
么多，就难以生存下去。

大英农贸市场共有蔬菜摊位 74
个，摊位费为每季度 1440 元至 1450
元。记者看到，在摊主王阿姨的摊位上
摆放有胡萝卜、生菜、菜心等 10 多个品
种的蔬菜，主要以本地菜为主。“我一天
进货大概在 50 公斤左右，菜好卖的时
候一天能卖 400元左右，但通常每天是
100 多元，每公斤菜要加 1 元至 2 元，才
能基本保障生活开支以及摊位费。”王
阿姨说这个摊位她签了 30年的合同。

黄阿姨摊位上大陆菜居多，主要有
油麦菜、大白菜等。“今天大白菜的批发
价是每公斤5.6元，零售价每公斤8元。”
黄阿姨告诉记者，由于与本地菜不同，
内地菜有损耗，因此她在批发价格上每
公斤加价2至2.4元，一天下来纯收入在
100 元左右，一个月正常赚到 1500 元
至 1600元左右。“如果卖的青菜价格太
低，赚的钱连摊位费都交不起。”

海口市商务局负责人介绍，海口市
从事蔬菜批发和零售人员有 4 万多人，
市区有 41 个农贸市场，在建 5 个，共约
1.4 万个摊位，其中一半是蔬菜摊位。
海口市蔬菜市场到底有多大，能否养活
如此多的菜贩？

按照人均一天消耗一斤蔬菜计算，
根据公安、计生等部门公布的主城区常
住人口与流动人口，加上年均自然增长
率，逢冬春季节加入候鸟人群等因素，
海 口 市 一 天 的 蔬 菜 需 求 是 640 吨 至
800 吨。按照最高量每天 800 吨蔬菜
为例，分摊到海口市 4 万菜贩大军中，
意味着 20 公斤蔬菜就要养活一个菜
贩，即使蔬菜每公斤涨价 2 元，菜贩人
均收入也才每天 40元。

记者在昆明市篆新市场了解到，摊
位费是每年 5500 元，行情好的时候一
天能卖 1 吨菜，行情不好的时候也能卖
600 公斤左右，每公斤蔬菜提价 1 元左
右，每天利润是 600元至 1000元。

如果一个蔬菜摊位每天销量达到
500 公斤，摊主是否可以采取薄利多销
的方式，同样保证自己一天的利润呢？

据了解，海口各市场内的摊位早就
是稀缺资源，目前均无空缺，堪称“一摊
难求”。多处市场摊主告诉记者，作为在
市场内经营多年的摊主，想增加摊位或
者让朋友进场都不可能，只能通过转租
的方式由商户间私下进行摊位的划分。

记者在海口市海玻市场了解到，市
场内的摊位租金为每月 550 元，据一摊
位老板透露，他是从别人手中转租来
的，每月要交 2000 元，无形中增加了
蔬菜零售的成本。

据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农贸市场
负责人李达进介绍，该市场有 350 个摊
位，闲置摊位占近 50%，经营摊位实际
只有 170 个。摊主进入市场没有门槛，
每月管理费、卫生费共计 46 元，摊位费

按摊位的位置来区分，靠近市场门口的
稍贵一些，市场里面的便宜一些。最高
的为每月 600 元，最低 300 至 400 元，
多数为 400元左右。

但记者走访一个销售干菜的摊位
时发现，该摊位费竟达每月 2000 元。
原来，这个摊位原本每月 400 多元，而
摊 主 从 别 人 手 里 转 租 后 ，成 了 每 月
2000 元。“其实像我这样的情况不是个
例，其他市场也有。”该摊主表示，除去
损耗和人工成本，还要将高价二手转过
来的摊位费算入菜价中。

此外，摊位之间的互换也形成一定
利润空间。据一位市场负责人透露，由
于市场内每半年会以抽签方式确定商
户下半年所在摊位，拥有位置好的摊位
也受到商户争抢，一些摊主为了得到好
的摊位，通过加价方式进行摊位互换。

多部门表态降低菜价

针对记者调查的情况，海口市物
价、农业等相关部门也有自身的看法。

“在流通环节上，昆明市有3家批发
市场、188个农贸市场，而海口市只有南
北蔬菜批发市场，一级、二级批发市场
远远不够，环节太多，导致蔬菜在流通
环节层层加价，价格降不下来。”海口市
物价局副调研员张孝高认为，建立综合
性农贸批发市场迫在眉睫。

“海口市夏秋季露地种植叶菜以及
大棚建设，政府采取补贴扶持政策，促
进夏秋季蔬菜正常生产，保障蔬菜市场
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同时对一些蔬
菜基地，有力引导，在租金方面进行扶
持。如果一年下来，政府部门对其进行
考核，达不到相应的量产，就会停止相
应的补贴。”海口市农业局副局长梁其
海表示。

“海口市政府早已印发《海口市‘菜
篮子’流通优化建设工程细化实施方
案》，目的是解决摊位数量不足、从业人
员效率低下、层层加价的问题。这项改
革实施后，将菜价控制在每公斤加价1.2
元，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空间。”海口市
商务局负责人则指出，在批发环节上的
过度集中，导致效率低下、现代化程度不
高等问题。为改变这一现状，政府部门
将新建大中型蔬菜农贸批发市场，同时
引导社会资本，建设中型批发市场。

据了解，海口市政府已通过成立
“菜篮子”集团。该集团将把物价、商
务、农业 3 个部门的资源以及一些重要
手段加以整合，来引进民营企业。在种
植、批发、零售等环节，对散户、菜农抗
风险能力低、整合能力不够、技术参差
不齐、补贴定位不够精准等问题进行介
入解决。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希望
价格回归，效率提升，既可以解决人员
就业，又解决菜价偏高的问题。

海南群众守着“菜园子”却吃着高

价菜，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老百

姓的抱怨，海南省各级政府部门也在努

力采取各种措施让菜价“降温”：开设平

价菜超市、加强“菜篮子”工程建设、加

大补贴力度，海口市政府 2015 年 1 号文

件即是关于菜价的相关指导意见——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我市“菜篮

子”工程建设工作的意见》⋯⋯

降低菜价，海南各级政府年年都在

出招，可是效果却并不理想。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海南本地产的蔬菜运到北京

和武汉等地，零售价居然比海南当地的

市场售价还低。

粗放式经营和多灾气候使得海南当

地的蔬菜竞争力低下。据记者调查，昆

明运往海口的蔬菜，打包运输成本在每

公斤 1.6 元左右，即使这样加上运输成

本，价格也比海口本地菜价低很多。但

是，海南也有“万亩”蔬菜基地，海南省农

业部门也在加强指导农民的种植技术和

习惯，也出现了农产品滞销的问题。

从田头到餐桌，海南高菜价的成因

存在于蔬菜生产的各个环节，其主要问

题是什么？根本环节又在哪里？以菜

心为例，在昆明的田头价格为每公斤 1

元，加上运输成本后为每公斤 2.6 元，到

了海南一级批发价格为每公斤 3.2 元，

二级批发价格为每公斤 3.6 元，零售价

位每公斤 9 元至 10 元。调查结果显示，

正是零售环节出了问题。

在昆明市王旗营蔬菜批发市场，任何

农户都可以将菜拉进市场，进场费按车型

不同来收取。而海南岛内几乎所有的蔬

菜都出自南北蔬菜批发市场，有些距离

该市场较远的零售摊主们只好到就近的

二级批发市场进货，无形中增加了流通

环节，导致蔬菜层层加价。因此，海南高

菜价的根本问题还在于市场的封闭性。

如今，海南蔬菜批发市场的摊位已

成为“香饽饽”。在一些农贸市场建立

之初，有的人“抢先一步”与市场签订合

同，然后再以高价转租出去以此获利，

无形中增加了摊位成本，并最终转嫁到

消费者身上。

海南要从根本上解决高菜价问题，

还需要引进“鲶鱼”。政府部门应多建

大中型蔬菜农贸批发市场，同时引导社

会资本，建设中型的批发市场。采用规

范的方式，以处罚和奖励相结合的手段

制止农贸市场的乱象，杜绝暗箱操作等

不合理的现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浙江农
家乐的 10 年发展，印证着这一美丽论
断。10 年间，浙江共创建 1100 多个农
家乐集中村和特色村，农家乐经营户达
1.45 万户，营业收入 175.36 亿，走出了
一条浙江特色的农家乐发展之路。

美丽生态带来美丽经济

走进临安市太湖源镇白沙村，溪流清
澈见底，群山青翠欲滴。这个总人口1162
人的小山村，目前有75%的村民参与乡村
旅游，年人均收入在5万元以上，170多家
农家乐经营户可提供 6000余张床位。

白沙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
经历了从“卖山头”“卖山货”到“卖生态”
的发展道路。发展思路的转变让白沙人
尝到了甜头。1998 年，白沙村依托优美
的自然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成
功开发了太湖源景区，旅游三产成为白
沙村民增收的最大亮点。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农家乐虽早
已在浙江民间展开，但真正的大发展始
于 2005 年。当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
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吉县余村考
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
一科学论断。当时倡导的“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也正在浙江大力展开。美
丽乡村建设让旧农村有了新面貌，却也
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具有良好生态优势
的农村，如何将美丽生态转化为生态农
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美丽经济”？

2005 年 11 月 9 日，浙江省委、省政
府以“两山论”为发展思路，召开第一次
全省农家乐工作现场会。自此，农家乐在浙江遍地开花。10 年
间，浙江成立农家乐休闲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及省、市、县三级工作
体系；确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农家乐专题推进会或现场会；设立省级
农家乐发展专项资金；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家乐发展的政策。

农家乐让千万户农民尽享生态红利的同时，也遭受着提档升
级的压力。以“打牌钓鱼吃土菜”为主要模式的农家乐，让消费者
提不起兴趣。2010 年，浙江农家乐进入到从“吃喝为主”到“住宿
为主”的提档规范期。2011 年 8 月，浙江优化农家乐模式，从单一
吃住进入“感知体验”的提升发展通道。

10 年间，在浙江这片诗画山水中，农家乐让不少农民在家就
鼓足腰包，切实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富民力量。到
2014 年底，全省已建成各级农家乐特色村 883 个，拥有各类休闲
农庄 2414 个、农家乐经营户 1.45 万户，直接从业人员 13.8 万人，
带动受益农民 100多万人。

乡村体验提升附加值

在浙江，许多农家乐正在探索一条转型的新路子。摆脱同质
化严重的问题，做足“农”字文章，干农活、住农屋、吃农饭，让游客

“活”在乡野，“乐”在农村。通过一二三产融合互动，加速打造一条
日渐完整的农家乐产业链，提升农业附加值。

“在我们村，游客可以自己动手烧土灶台，亮一把厨艺。”天台
后岸村村民自豪地向记者介绍着他们的自助式农家乐。如今，体
验式农业已经成为浙江农家乐休闲旅游新常态，越来越多的乡村
休闲旅游因素被注入传统农业中来。

衢州柯城区的“五十里都”是一个集农业生产、休闲观光、娱乐
体验为一体的都市田园，这里栽种着各种时令蔬菜和水果，游客可
以现场采摘，四周的山坡上，四季花开不绝。如果累了、饿了，可以
在农博园里喝茶用餐。目前，“五十里都”年接待游客 8 万人次，各
类旅游收入超 2200万元。

遂昌县大柘镇大田村，利用茶叶主产区优势，在开发旅游同时，
开发茶饮品、茶籽油、茶枕头、保健品，拉长茶产业链；同时建成品茶
室，做大茶餐饮，开发有关茶的旅游纪念品等，增加当地农户收入。

如今，越来越多村落在发展第一产业的基础上，融合二三产业，发
展农业休闲经济，农旅结合，使农家乐实现完美转型。“农家乐姓农。”在
2015年召开的农家乐现场会上，浙江省委副书记王辉忠告诉记者，农
家乐应该让农民享受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全产业链利润。

伴随着特色化、差异化的是规范化。浙江对农家乐发展提出
“规划统一、集聚发展、质量恒定的品质保障”要求，越来越多的村
庄开始摒弃“各自为战”的一家一户式，转而“抱团发展”，实现全体
村民的共创共富。

在长兴县水口乡顾诸村，“组织化”服务是村里发展农家乐的
一大“法宝”。55 岁的农家乐老板郑云芳告诉记者，近年来，乡农
家乐协会组建了车队，去往水口农家乐的大巴可以直接开到上海
社区门口，这一长兴独有的“家门口接送式”服务，实现了经营户与
游客的无缝对接。“‘组织化’的服务让水口成了上海退休老人的养
老村，就连挎着篮子的阿婆也会讲上海话。”郑云芳说。

从“卖景观”到“系乡愁”

如今的农家乐，已不仅仅是绿水青山间的美丽经济，更是黄泥
墙、石板路、空猪圈、旧家具背后凝结的美丽乡愁，还有家风纯正、
民风淳朴、乡风文明、村风廉洁背后无形的生产力。

桐庐狄浦村把几间废弃的牛棚改成简约有情调的“牛栏咖
啡”，来自城里的游客会在这里点上一杯咖啡、留下一张合影。既
丰富了乡村旅游的创意文化，又保存了游客对农村乡愁的记忆。

走进临安市白沙村，山林掩映中，一座古色古香的农家小院显
现眼前，屋檐下，一排红灯笼映衬着老旧的木质牌匾，上书“鱼乐山
房”。山庄不但被浓浓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气息包围，更让“居民”体
验着农事风情。“平时来到这里的游客，不仅可以尝到自家泡的果
酒，还能体验打年糕、包粽子、打糍粑等活动，找回儿时的记忆。”山
庄老板娘夏菊萍告诉记者。

“今后，游客对旅游景点的兴趣越来越淡薄，而对乡村的需求
越来越浓厚，在这样的背景下，农家生活可以成为游客品读当地文
化的一个窗口。”浙江省农办楼晓云认为，乡土文化资源和农民精
神内涵的挖掘，成为浙江农家乐的着力点和发展资本。

在“中国美丽乡村”安吉，尚书圩村在状元文化上下足功夫，现在
村里的大礼堂每个星期都要给外来少年举办成人礼。2014年尚书
圩村接待游客10万人次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0415元。浦江则
利用其生态环境优美、乡村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大力推广“生态+文
化”模式，郑义门的家风文化、嵩溪村的耕读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

如今，以浙江为范本，农家乐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有力见证，正带来可观的溢出效应——村美、人和、民善，以万千

“美丽乡村”为基础的“美丽中国”初现雏形。

浙江农家乐何以乐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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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鲶鱼” 搅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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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农贸市场的摊位售卖量要远远高于海口。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海口市设立的平价菜专区。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