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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 月份农业部、商

务部等发动各地购买滞销

的内蒙古土豆之后，农业

部近日又向各省下发紧急

通知，要求各地积极采取

措施，帮助菜农减少损失。

在市场经济已实行多

年的今天，还用这种方式

帮助农民卖菜，能起到应

有的作用吗？但实际情况

是在中国的农业发展还没

有规模化、信息还没有真

正流通的时候，这种来自

政府和每个人的努力还是

必需的，关键是政府这只

“有形的手”要慎用、也要

用好，用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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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青岛市公安局一次性
购买 16 万斤“爱心白菜”的一组照片
在网上热传。类似购买“爱心白菜”的
活动正在全省各地展开。

仅过了一天，24 日，农业部办公
厅下发《关于做好大白菜滞销卖难应
对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急行
动起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大白
菜销售，努力减少菜农损失。

今年以来，“菜贱伤农”的现象已
经在全国各地多次出现。仅以蔬菜第
一大省山东为例，从 5 月的部分叶菜
滞销，10 月初的大蒜、生姜价格下滑，
再到现在的白菜难卖，菜农的利益受
到很大损失。

但政府出手驰援只是小保障，保
证的只能是蔬菜没有烂到地里，不能
解决价贱的问题。在有组织地购买“爱
心菜”努力寻找销路之后，政府这只

“有形的手”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就显
得尤其重要。

脆弱的大白菜

12 月 1 日，樊悦新站在济南唐王
镇樊家村前，望着上百亩的白菜愁容
满面。去年白菜每斤的收购价格堪称
十几年来的高峰，达到 0 . 4 元，利润可
观，樊悦新今年一气种植了 100 多亩。

但他却没料到，由于今年天气不
冷，白菜疯狂生长。100 多亩白菜，按
照亩产一万斤概算，赔本是肯定的。

“这雪下得不是时候。”这天，收购
商王老板本想来拉樊悦新的白菜，但
刚下了雪，地很湿，根本没法收，“这几
天气温低，再过几天不收的话，这些菜
基本就烂在地里了。”

樊悦新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心里
的账算得很清楚：100多亩地的成本
包括种子、水电、人工在内，高达 2 0
万元。

他没有和王老板谈价格的欲望，
收菜的价格已到了最低，4分钱一斤，

即使全部卖出去，100多亩顶多能换回
4万多元。但要是不卖，菜烂在地里，还
要雇人拔出来扔掉，“一个工人就是 50
块钱一天，10 个人一天能挖一万斤，
了不得了。”

山东省农业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
长孙继祥估算过，一斤白菜的成本在
0 . 2 元左右，市价要卖到 0 . 3 元— 0 . 4
元，这样的价格才算得上合理，老百姓
才有种植积极性。

红头文件让人想起“爱国菜”

11 月 24 日，农业部办公厅下发
《关于做好大白菜滞销卖难应对工作
的紧急通知》。通知这样表述，山东泰
安、济南、临沂等地发生大白菜滞销，
河北等其他大白菜主产区也面临销售
压力。农业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将
千方百计确保 11 月下旬北方 18 家重
点大型批发市场大白菜上市交易数量
不低于 3200 万斤，比上半月增加 90%
以上。

这已经不是政府部门今年第一次
下发类似通知。

国庆节前后，内蒙古、甘肃、陕西
等地出现了严重的土豆滞销情况。为
减少当地农民的损失，农业部和商务
部等部门于 10 月中下旬在北京、天
津、广州、南京等大城市，号召市民购
买来自内蒙古等地的土豆。

整个10月下旬，微博上散发着“爱
心土豆”的气息。网友和媒体在感叹

“农民不易”的同时，纷纷表示愿意购
买内蒙古的土豆，内蒙古滞销土豆走
进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超市。

弥合社会的深意无可替代

其实，对于“政府之手”到底该不
该干预市场活动，一直存在争议。因为
在很多地方，政府权力在干预市场的
时候出现了副作用。

比如今年 9 月初，贵州省贵阳市
白云区在当地番茄销售市场疲软的情
况下下发红头文件，要求辖区各单位
干部职工每人购买 100 斤番茄。此举
引来了公众的质疑，认为政府有越位
之嫌。

值得一提的是，助农的同时，“爱
心白菜”也受到市民欢迎，一些市民和
企业积极购买大白菜送给城市弱势群
体，这样就形成了“关注农村菜农，帮
助贫困市民”的爱心流动。今年 4 月，
潍坊市个体户周显军联系当地民政
局，收购 10 万斤“爱心菜”分发给奎文
区低保户。根据民政局救灾科提供的
低保户名单，按照每户 5 棵白菜的标
准，奎文区 99 个社区的低保家庭都收
到了“爱心菜”。

此时，大白菜已经成了爱心传递
的纽带，它承载的弥合社会的深意是
无可替代的。

健全机制比“爱心菜”更可贵

每当地里的菜卖不出去，樊悦新
总会想起一个词——— 农超对接，但农
超对接想要运转起来并不容易。

齐河县大黄乡袁李村共有蔬菜大
棚 280 个，每到收获季节，来买菜的车
一天多则十多辆，少则几辆，但全是菜
贩子的车，没有超市的。

该县多个乡镇街道的蔬菜种植重
点村、合作社，在今年 11 月份收获季
节，都没有出现与超市直接对接的情
况。齐河县蔬菜局局长崔洪亮称，“农超
对接”是个模糊的概念，实际上一直以
来是代理商、配送商与超市对接。

对农超对接问题，崔洪亮认为，千
难万难，最难的是没有一个单位统管。
从种植、技术、品牌、检疫到运输和进
超市，各环节分别由各部门管，实际形
成了谁也管不着、谁也不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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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排队领取爱心菜。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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