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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徐乐静 谢晓丽) 高唐
县三十里铺镇周边的村民

依然清晰地记得，两星期

前，收购棉花的几十辆大

车在通往镇上的路口处排

着队抢购。22日，这里成了

另外一番景象。收购棉花

的大车不见了，棉花收购

企业和深加工企业也关门

歇业。“疯狂棉花”突然变

脸，我省不少棉企被“闪”

了一下腰。

“4 . 1元/斤”，这是9月

初德州市部分棉花加工企

业开始收购籽棉时的价格。

之后，棉花价格一路上涨，11

月10日达到顶峰，四级籽

棉收购价7 . 2元/斤左右。

11月11日，是棉花价格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籽棉收

购价和皮棉价格如过山车

般开始下滑。22日，四级籽

棉收购价降至5 . 5元/斤左

右，较10日那天下跌了1 . 7

元/斤。11月21日，山东魏桥

纺织集团采购价格再次下

调800元/吨。魏桥号称行业

的风向标，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连续多次大幅下调皮棉

采购价格。棉价转向，我省

的一些棉花加工企业已纷

纷选择停产停购陷入观望，

棉花交易几近停滞。

22日，临清市金郝庄

镇的一家纱厂门前，停着3

辆卖棉花的车，有近20人

在门口围观，一个人手里

拿着一盒扑克。他们是收

购棉花的小贩，是棉农和

棉企之间的收购商。“现在

没活干了，价格不稳定，棉

农不愿卖，现在每天到纱
厂门口来探听价格。”收购

商老李说，附近棉厂都关

门了，就两个纱厂还收棉

花，但收购价都不高。在一

辆车前，纱厂的负责人孟

先生查看棉花后说，“一斤

六块”。老李郁闷地说：“我

这是六块一收来的，还得

倒贴？”记者了解到，聊城

的高唐、临清十多家棉花

收购兼深加工企业都已关

门歇业。积压的皮棉在几

十吨至几百吨不等。

德州市是产棉大市，

对于棉花价格的忽冷忽

热，

德州市

棉花协会

副秘书长马俊

凯分析，这次棉花

价格持续下跌主要是美国

纽约期货交易市场棉花期

货下跌，带动了郑州商品交

易所棉花期货不断下跌，从

而影响到国内现货市场上
棉花价格下跌。专家还分

析，此次棉花价格下跌也与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政

策有关。

格相关链接

棉花价格

忽冷忽热

今年9月中旬新棉开秤
后，棉价就以不可思议的速
度一路飙涨。尽管国家曾连
续两次抛售国储棉，并购买
了不少进口棉，但只起到短
暂回调的作用，无法抑制棉
价的上涨势头。从11月起，

新疆铁路部门开始抢运新
疆棉花出疆，解决内地棉花
的紧张需求。几大“组合拳”

下，直到11月11日，棉花期
货行情才急转直下，这天也
成为一个重要“拐点”，郑州
商品交易所棉花期货主力
1105合约从当天起连续大
跌，11月18日的结算价只有
26955元/吨，而棉花现货市
场价格也跟着快速下降。

棉价急转直下的速度
令人措手不及，只在11月19

日“刹住车”，并有所回调，

主力合约价格每吨涨 230

元，达27185元/吨。 (宗合)

中储棉

抛百万吨储备

今年下半年，国内棉花
价格一路攀升，短短数月，

棉花价格曾一度达到每吨
33000元的高价位。受棉价
飞涨的影响，国内棉花加工
企业一方面缩减库存周期，

一方面谨慎接单，在观望中
采购棉花。

为稳定国内棉价，解决
纺织企业原料短缺的难题，

今年8月初，中储棉开始抛售
国家储备棉，两个月中，抛售
60万吨棉花。随后不久，中储
棉再度抛售了40万吨国家储
备棉。德州恒丰纺织有限公
司是采购这两批国储棉的企
业之一，通过竞拍，企业共购
得1000吨储备棉。 (宗合)

棉农：价越跌越舍不得卖

“啥都在涨钱，就棉花

跌钱，越跌越舍不得卖。”22

日，记者采访德州市夏津县

北城街道唐堤村棉农李念

香时，她这样说。李念香家

今年种了10亩棉花，每亩收

了400斤左右。她告诉记者，

她家的棉花还没有卖，等过

了春节再卖。

“ 棉 花 价 格 涨 到
6 . 5元/斤时，就停滞了。”

夏津县北城街道李刘庄的

村支书刘玉水告诉记者，

棉农们盼着价格继续上
涨，加工企业认为棉价太
高，不来收购，就这样村子

里已经20多天没有进行棉

花交易了。“低于6元/斤，

棉农根本接受不了，舍不
得卖。”刘支书说。李刘庄
220户人家全部都种棉花，

到目前为止，村里只有两

户人家卖了棉花，其他村

名都还囤着呢。

聊城市高唐县三十里

铺镇五神庙村是一个棉花

种植大村，该村几乎家家户

户种棉花，一般每家种十多

亩。“我家种棉花十几年，从

没有遇到过这么高的行情，

每斤7 . 5元的时候，我家的

棉花没摘完，想卖时价格又

跌下来了。”村民杜女士无

奈地说，家中还存着六千多

斤棉花，但现在不舍得卖，

只能等着再次涨价。

记者走访聊城市高唐
县三十里铺五神庙村、曲

庄村以及金郝庄镇了解

到，多数棉农的棉花都没

有卖出去，由于价格下跌，

很多人家都存了两三千斤

棉花等着再次涨价。

本报记者 徐乐静

谢晓丽

棉企：囤积皮棉损失不小

在高唐禄丰棉业有限

公司，经理王玉友正躺在

床上，床头放着两盒药，

因为“工厂停工一个多星

期了”。王玉友说，原来按

每斤 7块钱收的棉花，加

工成皮棉，成本价是每吨
3万多元，现在只能卖到
2 . 6万左右，公司积压了

近40吨皮棉，现在卖就得

赔上近20万。“愁得我吃

不下饭，睡不着觉，只能

吃安眠药才能睡着。”除

了等待，王玉友也没办

法。在高唐广益棉业有限

公司院内，记者看到厂里

堆着两米多高的皮棉。公

司经理刘立忠介绍，公司

积压300多吨皮棉，成本

价在每吨29000多元，现

在每吨价格在27000元左

右，如果现在出手的话，

得赔60多万，他希望价格

能高上去，至少要保本。

高唐曲庄村的曲广勇

也经营一个棉厂，平时收棉

花深加工，但已经关门多

天。“收棉花的成本太大，当

初是贷的款，加工出来皮棉

一吨成本价就3万多，但现

在才卖到两万六七左右。”

曲广勇说，几个棉花收购兼

深加工企业，目前都积压了

三四百吨的皮棉。

记者了解到，高唐、临

清十多家棉花收购兼深加

工企业，都已关门歇业。积

压的皮棉在几十吨至几百

吨不等。

“根本没有棉花可以

收啊，棉农不卖，没有办

法，只能观望了。”武城县

第一棉厂经理刘宪清告诉

记者，收购不到棉花。“我

们工厂停工一个多星期

了。”刘经理说。

刘经理还告诉记者，

目前大部分加工企业都有

囤货，“之前高价收购的，

现在价格跌了，存货的损

失很大。”刘经理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第一棉厂现在

有存货700吨，按之前购买

的价格，现在每吨亏损了

2000元。“这一算就损失了

140万呢。”

本报记者 徐乐静 谢晓丽

▲曲庄村，棉桃晒了多日，村民也懒得摘了。

本报记者 谢晓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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