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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姜蒜等小宗农产品这几年成了“网

红”，获得了很吸眼球的网名，比如“朝钱

葱”“姜你军”“蒜你狠”等。每到季节更替

或者价格起伏，当然主要是上涨当口，这

些带有戏谑口吻的网名便会充斥各类传

播媒介。

对这样的蹿红，多数消费者还比较

理性，即便是埋怨大蒜又涨价了的超市大

妈，也只是说说“不就几头蒜嘛，能狠到哪

里去，涨了少吃点”就罢了。但以葱姜蒜

为主要营生的人则认为，这是对葱姜蒜的

曲解。潍坊一位姜农抱怨：老说“姜你

军”，如今跌价就都不吭声了。金乡县大

蒜产业信息协会会长杨桂华说：大蒜价格

一变化网上就传“蒜你狠”，怎么就没人来

算算成本上涨、看看产量减少呢，这其实

反映了对农产品价格的一种思维定势，习

惯了农产品的廉价。

杨会长的话点中了某种社会心理。

不可否认，经过改革开放多年洗礼，市场

已经习惯了农产品价格随行就市。但是，

由于我们是在人为压低工农产品价格比

价的“剪刀差”之中过来的，长期低价使市

场对农产品价格上涨变得敏感，同时多年

来农产品既没有品牌，也缺少包装，即便

随行就市，也一直保持相对的价廉物美。

这样一来，物美价廉始终是国内农产品的

主打特色，甚至也成为市场对国内农产品

的定位。

可是，这些年市场上发生了巨大变

化，导致种地成本快速直线上升。比如过

去请人种地，一天只要供两顿饭、外加一

包香烟或者一条毛巾就搞定，现在请一个

男工 300 元也不稀奇。而且，现在农村年

轻劳动力大多外出，留在家里的要么干

不了，要么追求更加轻松舒适的生活，愿

意请人干活而不是凡事亲力亲为。这些

都是刚性、显性成本，需要计算在农产品

价格中，过去农民自己干的多，这种人力

成本往往被忽视、被低估。

除了种地成本刚性上升，还有一个

更为重要的社会因素，农民对小康生

活、富裕生活的追求更加迫切，种地尤

其是规模化种粮和种植小宗高效农产

品，是大多数农民的现实选择。金乡一

户蒜农，祖孙三代 6 口人，六亩地，亩

产干蒜 1500 斤，每斤 4.1 元左右，加上

蒜薹每亩 700 元，毛收入共 4.2 万元，每

亩成本 3500 元，实得 2 万元，再加上一

季辣椒或棉花 1 万多元，种地总收入 3 万

多元，男主人夫妇外出打工，一年 6 万

多元。这样，全家 6 口人年收入约 10 万

元，刚好超过全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这户蒜农在村里属中等，即便以这种收

入，不把减产、跌价等状况计算在内，

奔小康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硬仗。

况且，葱姜蒜并不总是遇到好年头，

还有涨跌周期。今年的大蒜收购价对金

乡蒜农就是从未有过的。2010 年冬大蒜

暴涨，但那时候蒜农手中已经没有货了，

此后几年大蒜维持在保本略赚状态，今年

蒜农才是真正赚了钱。对他们来说，农产

品价格是直接决定收入高低的核心因

素。历史上也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

入增长较快的几个年头，都是农产品价格

比较好的时候。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价格仍然是种地农民达到小康水平的

决定性条件之一。

这么说，并不表明葱姜蒜之类农产品

涨价就合理，而是要阐明一个趋势：从经

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与条件看，农产品价格

已经进入上升通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

一遇到涨价就大呼小叫，甚至惊慌失措，

而是要分清主次，分清表象与实质，对合

理上涨不必过分紧张，对价格垄断联盟、

恶意操控扰乱价格的行为就要坚决依法

惩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清理市场门

槛、流通关卡等直接增加农产品成本的各

种费用，现在伸手的环节、收费的手续还

是太多。

关于源头种植，目前各种农民专业协

会在标准化等方面越来越精细，需要政府

做的就是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同时加快探

索农产品价格保险机制，让农民放心种

地。当然，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只要坚持

做下去，真正做下去，就能见成效，而不必

年年遇涨跌，年年无对策。媒体也用不着

总拿葱姜蒜说事了。

莫 让 葱 姜 蒜 成“ 网 红 ”
瞿长福

装满大蒜的货车在市场上排起了长
龙，一车车大蒜静候着各地的买家。这是
6月 16日的山东金乡大蒜国际交易市场，
空气中弥漫着大蒜的味道。每年的6月至
8月份是新蒜交易季，蒜农、经纪人和储存
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情况如何？
记者日前赴山东金乡一探究竟。

亦农亦商的小蒜商

来自金乡县鸡黍镇的王永顺是记者
遇到的第一个大蒜经纪人。只聊了 10 多
分钟，就有买主光顾。2分钟后，整车 1万
斤大蒜，以每斤 4.15 元成交。王永顺是
以每斤 4.07 元至 4.08 元的价格从蒜农手
中收购的。“我们只赚辛苦钱，主要是走
量，每斤纯赚最多不过 1 角钱。”不到上午
9点，王永顺的车就开走了。

市场里每辆大车旁边都站着两人，多
是夫妻或兄弟，一人开车、一人管账。他
们大多是年轻人，既种蒜，也贩蒜。一般
是前一天去熟悉的村子收蒜，当天一早来
到市场。价钱一旦谈好，整车立即开走。
市场里每天有近 2000 辆车，少的时候也
有 700 辆至 800 辆，由于充分竞争，价格
其实很透明。同样的大蒜，大家计较的单
价差也就是 2分至 3分钱。

32 岁的高新明是金乡县司马镇仇李
村人，已做了 10 多年蒜生意，家里种着 8
亩大蒜。“一车蒜一般是 1 万斤至 1.1 万
斤，采购需要 4 万多元，纯收入不超过
500 元。”在他看来，最近小蒜商是两头
愁，下家不好收、上家不好卖。千家万户
的蒜农是下家，有惜售的现象，上家则是
储存商，有观望的情绪。高新明每年 6 月
至 8月份贩卖蒜，平时大多在外打工。

今年大蒜的地头收购价是去年的 2
倍，达到每斤 4 元以上。但对多数蒜农来
说，今年的收入却未达到去年的 2 倍。春
节前的一场寒潮温度达到零下 18 摄氏
度，减产明显。“往年最好的地单产能达
2800 斤，今年降到 1900 斤。”经纪人仇婷
婷觉得，今年蒜价高与天气密不可分。她
家种了 2 亩地大蒜，去年单产是 2000 斤，
每斤卖到 2.6元，今年只有 1400斤。

蒜农们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最大的投
入是蒜种，400 斤需要 1500 元；施肥两次
计 500 元，栽种 300 元，地膜 100 元，农药
50 元，浇四遍水 150 元；最费人工的是收
获环节，从挖蒜、削胡、剪杆到装袋和运
输，需要 1000 元的人工费；此外还有租
地成本500元。合计每亩成本约4100元。
若按每亩平均产量 1700 斤计算，每斤成
本价达到 2.4 元。以目前的蒜价 4.1 元以
上计，每亩纯收入接近 3000元。

相比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种大蒜
很费人工，从犁地、栽蒜到施肥、喷药到挖
蒜、装运，都需要人工完成。加之收获时
间集中，导致人工成本高。因此，不同种
植户的成本差异主要有两大影响因素：一
是人工，有人选择雇人，有人自己投入劳
动；二是租地成本，大多数是种自己承包
的地，也有农户是流转别人的地种。

衡量蒜农收益，还要看产量。在天气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耕地的好坏以及是否
重茬对单产有直接影响。高新明说，即使
同在金乡，相同年景下不同地块的单产最
高值与最低值也要差一倍。与其他新产区
比较，金乡的单产并不算高，但质量好。同
时，连年种植大蒜，重茬导致单产降低。多
数蒜农会在选择种大蒜时套种一茬辣椒，
辣椒行情不错，每亩纯收益有2000元。

涨涨跌跌的大蒜市

经纪人们看惯了价格涨跌。2008 年
底，蒜价曾一度跌至只有一两毛钱甚至几
分钱一斤。但越是低价越没人愿意收购，
市场交易几近停滞。2010 年大蒜价格一
度达到每斤 6 元，但对于他们和大多数蒜
农来说，享受不到这个价钱，大多是在 3
元至 4元时卖掉的。6元的价格是到了储
存商手里的价格，那时候蒜农手里的蒜已
经差不多卖完了。

大 蒜 有 其 特 殊 性 。金 乡 大 蒜 每 年
10 月份播种，次年 5 月下旬收获并逐步
上市，6 月至 8 月份是新蒜集中入库采购
期。从 9 月份开始，转入冷藏蒜销售期，直
至来年5月份新一轮大蒜上市。在此期间，
人们能吃到的都是库存蒜（冷藏蒜）。因
此，与蒜农收益直接相关的，是每年6月至
8月份大蒜集中收购期；因为库存量已定，
9月份至来年 5月份期间决定蒜价的主要
因素是市场销售情况。此时的蒜价与蒜农
关系已不大，只与储存商的钱包有关。

金乡大蒜产业信息协会常务会长杨
桂华说，大蒜在温度太高或太低时都不会
发芽，发芽后会变质脱水而一文不值。6月
至 8 月份是大蒜的休眠期，可在室温下安
全储存，是一年中交易和出口的旺季。9月
起，大蒜无法正常保存，蒜农必须在 8 月
底前将全部大蒜出售给经纪人，再到储存
商的冷库。入库前的产量和入库后的销
售量是储存商判断储存量的依据。

对于金乡大蒜而言，“买全国、卖世界”
绝不是个口号。金乡不仅是大蒜的种植大
县，更是全国乃至世界大蒜储存中心、加工
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金乡年大蒜储存能
力在 160 万吨以上，占全国的七成；出口
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国的七成以上。

在杨桂华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
《金乡产区冷库分布图》，显示金乡有大大

小小 3700 座冷库。一座 1000 吨库容的
冷库一般要投资 100 多万元。这些冷库
的经营者就是储存商，经纪人手中的蒜最
终经他们走向市场。

一位资深储存商告诉记者，每到大蒜
收购季，他心里就很纠结，跟同行交流各
产区的产量增减信息，反复琢磨市场风险
和收益。去年每斤 2.3 元的价格时，他收
购存储了 500 多吨，今年 4 月份在蒜价达
到每斤 5 元的高点售出，收入颇丰。眼
下，他还没有开始收购，准备继续观望市
场。值得一提的是，在涨涨跌跌的行情
中，赔钱的蒜商远比赚钱的要多。

山东宏大食品公司董事长李双雷
2008 年进入大蒜行业。2009 年就见识
了蒜价在短短几个月内从每斤一两毛钱
涨到 4 元的现象。2011 年 5 月底，蒜价在
20 天内从每斤 4.7 元跌到了 3 元，这让很
多大蒜商户血本无归。2013 年、2014 年
直至 2015 年夏天，蒜价都很平稳，维持在
每斤 2元左右。

宏大食品是一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从种蒜、存蒜到加工和出口，对
大蒜的全产业链都有介入。入行 8 年多，
李双雷感到，金乡人对大蒜行情的掌握更
清晰了，蒜农心里也越来越有底气了。“大
蒜有自身的市场规律，主要受供求关系影
响，人为炒作很难左右。”他说，眼下大蒜
价格维持每斤 4 元高位已经有 6 个月，这
绝不可能是人为炒作。说明受天气等影
响，今年大蒜的产量还是少了。

双管齐下的蒜产业

“价格暴涨暴跌，不利于大蒜产业健
康发展。”杨桂华说，“过山车式的价格波
动，对产业长远发展无疑是一种伤害”。
无论是小蒜商还是储存商抑或是蒜农，记
者采访的链条各环节，都希望蒜价应在合
理范围内正常波动。

提高加工企业的加工能力是稳定上
游种植面积，进而稳定大蒜市场价格的有
效手段。“对比国外，我国大蒜加工仍处于
初级水平，大蒜加工企业总体能力弱、水
平低。”李双雷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了一盒
澳大利亚产的大蒜素胶囊，“1 粒相当于 4
颗大蒜的养分，并且没有一点儿蒜味，每
盒售价几百元。但这样高端的产品，投资
需要上亿元，国内企业敢投资吗？后期营
销能跟上吗？消费者能接受吗？”

据介绍，金乡目前有 200 多家加工企
业，其中像宏大这样规模的也有三四家。
这些企业的加工品种涉及泡蒜、蒜蓉辣椒
酱、黑蒜、糖醋蒜、大蒜保健品等 50 余种
产品。李双雷说，大蒜加工企业今后的潜
力主要在深加工上，加工订单可以锁定蒜
农种植面积，减少行业波动。

为大蒜价格作保险，是保障蒜农收益
的另一方式。去年金乡县成为山东省蔬菜
目标价格保险首批试点县，大蒜是首批试
点品种。当年，金乡大蒜共投保17万亩，6家
保险公司参与承保，投保目标价格 1.73
元/斤。多位蒜农表示，他们很欢迎大蒜价
格保险，每亩保费 250 元，其中 200 元由
财政资金解决，蒜农自己只需支付 50元。

杨桂华认为，从保障蒜农种植成本出
发，实施目标价格保险，让蒜农吃了一颗

“定心丸”，在蒜农定价权处于弱势的情况
下，蒜农仍然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既可
以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做到“待价而沽”，又
可以做到“进退有度”。

这方面的实践，从金乡县的实际价格
监测数据可以看出其好处所在，在去年 3
个月集中交易期，大蒜日地头收购价格始
终在每斤 1.56 元至 1.74 元的区间内小幅
波动，最终平均价格为 1.66 元，没有出现
大的波动，但低于 1.73 元的目标价格，最
终参保公司共赔付蒜农共计 1700 万元。
据介绍，今年大蒜价格保险已扩大到金乡
的 46万亩。

这里是全国乃至世界大蒜储存中心、加工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

“ 蒜 都 ” 探 蒜
本报记者 瞿长福 乔金亮

三夏农忙时节，江
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四明
镇新南村村民顾环没有
像过去那样忙得不可开
交，他一边在树荫下乘
凉，一边看着大型收割
机“ 吐 ”出 金 灿 灿 的
麦粒。

这一幕顾环在过去
是想也不敢想的。他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是
联耕联种把自家的小田
变成了大田，过去的七
八块小田和田埂，如今
全都连成了一片，播种、
收割都十分省事。

田块割裂、沟埂纵
横是制约传统农业的瓶
颈。光横七竖八的田埂
就浪费了约 5%的耕地，
不仅大型农业机械无法
越 过 这 些 田 埂 下 田 耕
种，因田埂导致的争执
更时有发生。

自从联耕联种实施
后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
了。所谓的联耕联种是
射阳县当地村民创造的
一 种 合 作 种 植 模 式 。
2013 年秋播时节，由当
地村委会组织牵头，在
不改变农民土地经营权
的前提下，按照农户自
愿的原则，用打桩等形式确定界址，破除田埂，填平界
沟，将零碎农田连成大片田块，联合耕种经营，土地规
模由分散转向集中，生产经营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农
技推广由单一转向集成，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几年来的探索实践，联耕联种
的模式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广受农民欢迎。这
一举措还荣获了 2013年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民生政策、
江苏农业创新十大举措之首，并写入 2014年江苏省委
一号文件，今年又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中：“支持多种
类型的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开展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土
地托管等专业化规模化服务。”

“全县稻麦耕作面积 95 万亩次，仅推掉田埂一项，
平均增加耕地面积 5%，全县增加有效耕地近 5 万亩。”
射阳县委书记戴荣江说。

据介绍，联耕联种模式已在江苏盐城全面推广。
截至目前，推广总面积已超过 500万亩，出现了一批万
亩连片大田，其中最大一块大田面积高达 3.2万亩。

江苏盐城推广联耕联种模式

—
—

在原地增加耕地五万亩

本报记者

顾

阳

通讯员

陈鹏飞

本版编辑 徐 胥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报道：耕种、管理一片专属自
己的农田，全程可视化监控从育苗、插秧、田间管理、收
获、加工过程，享用安全放心的绿色食品。日前，黑龙
江省农委、省政府新闻办依托京东众筹平台联合推出

“我在黑龙江有亩田”众筹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和投资
者参与。

据介绍，为推动黑龙江省高品质农产品实现由“种
得好”向“卖得好”、再由“卖得好”倒逼“种得更好”的
正向循环，黑龙江省提出：力争用 5 年时间，通过点对
点营销、订单农业和土地众筹等方式，让高品质农产品
卖上好价钱，提高农民的收入。

为此，黑龙江省农委在全省 1100块高标准种植示
范基地中精挑细选出 11 块水稻种植基地和 7 块杂粮
种植基地，共计 10万多亩耕地参与此次众筹活动。

众筹目标设定 50万元。其中，稻米众筹地块选自
具备农业物联网装置和设施的绿色（有机）水稻高标准
示范基地，都建立了质量追溯系统，使得水稻从育苗、
插秧、田间管理、收获、加工、销售等各个程序，均可实
现质量追溯，出产的稻米涵盖了欧盟有机标准、国家有
机标准和绿色标准。价格按照黑龙江省农委给出的指
导价，分别为60元、50元和15元3个档次。

杂粮众筹包括大豆、小米、红豆、绿豆等，参与的田
地产品也都达到了绿色和有机的标准，价格按各基地
报价设置。

众筹活动推出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目前，众筹
活动已获得 140 人支持，64 人关注，269 人点赞，众筹
金额 58100 元。据介绍，主办方下一步还将继续加大
宣传力度，为众筹助力。

推出“我在黑龙江有亩田”

黑龙江借力众筹助农增收

6 月 18 日，湖北房县红塔镇古桥村农民何立凤在

釆收鲜桃。古桥村通过改良品种使鲜桃成了抢手货，

全村改良鲜桃品种 1000 多亩，受益果农实现年收入

120余万元。 张启龙摄

◀金乡大蒜交

易市场里，大蒜经

纪人高新明满载着

一车大蒜待售。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金乡大蒜交易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大蒜市场价格风向

标。进入 6 月份，每天都有 800 辆至 2000 辆大蒜车在这里

等待蒜商收购。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