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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咱这蔬菜减产，批发商进的净是外地菜

虽然价钱一路“葱葱涨”
本地菜农却没分多少羹
本报见习记者 张頔

批发市场：

葱价俩月翻两番

南方菜农抢先机

“一斤大葱都贵过一斤鸡蛋
了！”16日上午，市民孟女士在山师
东路附近的一家菜市场里发现，4
元/斤的大葱在价格上力压3 . 7元/
斤的鸡蛋。“以前大葱炒鸡蛋是大
葱多，现在做这个菜要多放鸡蛋
了。”孟女士说。在泺源大街附近的
一家菜市场里，品相稍好一点的大
葱更是卖到了6元/斤。

随后记者来到七里堡蔬菜批
发市场，这里的菜价最近一两个
月也噌噌涨起。“大葱批发价3 . 3
元/斤，零售3 . 6元/斤。”菜贩周勇
指着一捆捆还没卸车的大葱介绍
说，现在批发市场上有两种大葱，
一种是南方运来的大葱，又粗又
白，品相好卖得也贵。“旁边几捆
细葱是本地产的，一斤的价格还
不到3元钱。”周勇说，现在市场上
主要卖的是外地葱，本地葱都是
过冬葱，因为卖相差点，价格虽然
低却不好卖。

“1月中旬的时候，一斤大葱才
只卖8毛钱呢。”周勇说，一般春节
前菜价都会上涨，但今年比较特
殊，都3月份了，菜价不仅没有回
落，反而还保持着上涨的势头，前
几天大葱的批发价最多达到了3 . 6
元/斤，这两天还多少回落了一些。
在大葱的带动下，茄子、芹菜、卷心
菜、青椒都比去年同期的价格高出
了一倍左右。

与往年不同，今年年后这段
时间，周勇多订了好几车的南方
蔬菜。虽然额外增加了运输成本，
但蹿高的菜价让周勇还是小有赚
头。今年低温持续的时间长，本地
菜产量受到不小的影响。“光我这
里的进货量，外地菜相比去年就
增加了七八成。”周勇说，在这波
涨价行情中，南方的菜农算是赚
到了。

本地菜农：

总比市场慢半拍

肠子都要悔青了

“买一斤这种葱得剥掉半斤
皮。”18日上午，一位市民在山东工
艺美院门口的蔬菜直销点挑选着
蔬菜。来自章丘的菜农王良峰的菜
摊上，摆放着几捆细细的大葱，虽
然要价3元/斤，但这种葱白瘦弱且
没有多少葱叶的大葱，得到不少市
民的欢迎。

面对如今疯涨到6元/斤的葱
价，王良峰非常后悔年前没有多留
些过冬葱。章丘大葱一般在11月上
市销售，春节之前争取将采摘的售
完，只有少部分留在地里过冬等待
第二年继续上市。由于供需的不平
衡，蔬菜市场时常会出现“大小年”
的现象，以大葱为例，由于供过于
求的影响，2011年春天的葱价出现
过不小幅度的下跌，“一斤也就卖
几毛钱”。

怕今年还卖不出好价钱，王良
峰在2011年缩减了大葱的种植面
积，外加秋冬持续的低温阴雨天
气，大葱的收成也不理想，年底王

良峰地里产出的大葱数量只是前
一年的三分之一。“真是不种什么，
什么就涨价。”王良峰叹了一口气
说，年前的大葱价格还算正常，批
发价基本没突破1元/斤，趁着葱价
没有下跌，他把能卖的大葱基本都
出售了，“生怕砸在手里”。但过年
之后，低温造成的本地菜减产却逐
步推升了市场的菜价。

葱价的上涨着实出乎王良峰的
预料，不想错过这波行情的他只好
把该在4月中旬长叶的过冬葱提前
刨了出来，推向了市场。他说，这种
小葱本该等到5月份再卖的，但现在

地里只有这个，市场又缺葱，虽然卖
相不好，但好歹能挣个辛苦钱。

“等到5月份万一大葱扎堆，说
不定葱价又该下跌了。”对于地里
明年该种什么菜，王良峰这样的菜
农只能靠今年的菜价来决定。比如
今年葱贵，地里就会多种些葱，可
种葱的一旦扎堆，第二年的供过于
求又会拉低大葱的价格。很多时候
菜农都处于一种跟着市场价格跑
的状态，但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和滞
后性，总是晚市场半拍。于是，农产
品价格就掉进了一个忽高忽低的
循环里。

本报3月18日讯(实习生
谢伟伟 记者 林媛媛)

近日，大葱价格出现大幅
度上涨，除了家庭主妇深有
感触，小饭馆更是倍感压
力。为了应对大葱涨价，很
多小饭馆各自出招应对。

老王在文化东路一个
小区门口开了一家小饭馆，

“我们主要是做家常菜，客
人也多是附近的住户和上
班族，多是熟客。”老王告诉
记者，做鲁菜用大葱非常
多，大葱价钱一路涨给他的
影响不小。

“过了年一直涨，现在

去批发市场买也得三四块
钱一斤，平均一天能用个五
六斤。”老王说，买卖小，就
得精打细算。“大葱炒鸡蛋，
不划算。”老王介绍说，大葱
炒鸡蛋定价是6块钱一份，
以前鸡蛋涨钱厉害的时候，
这个菜就停过，现在大葱涨
得厉害，又停了。

除此之外，老王在做其
他菜的时候用葱也减少了。

“常见的葱段烧鲤鱼，以前
都是厚厚一层葱，现在就少
放一点，味道也差不多。”老
王笑着说，想着大葱贵，炒
菜的时候就少抓一点。

离老王小饭馆不远一
个卖葱花饼的摊主也表示，
大葱一直上涨让他压力很
大。“这一张葱花饼总共十

块钱冒头，光大葱就得一斤
多。”摊主说，葱花饼少不了
大葱，没办法，大葱涨价他
也只好涨价。

既然持续低温造成
了露天菜的减产，那大棚
里的蔬菜能否打出一片
新局面呢？1 7日，记者来
到历城区唐王镇宏园翔
农业合作社，这里大大小
小1 0 0个左右的大棚是供
应济南市场的重要反季
菜基地。

“低温对大棚蔬菜的
影响也不小。”合作社经
理王连成说，去年秋冬的
持续低温是最近多年少见
的。大棚虽然有保温的作
用，但在2011年10月，大棚
蔬菜要形成产量的关键月
份遇上了连续的阴雨天，
再加上当地水位的上升降
低了大棚地温，至少造成
了大棚蔬菜四分之一的减
产。

1 7日下午，在半个小
时内记者看到有四五辆私
家车开进了宏园翔合作社
的大棚区。“反正城里菜
价都涨上去了，开车来这
采摘些新鲜蔬菜显得更划
算了。”家住历下区的杜
先生之前来唐王镇采摘过
大棚水果，这次他看中了
大棚里刚长成的西葫芦。

“相比个人种菜，合
作社能增强些抵御风险的
能力。”王连成说，在合作
社的平台上，信息的获取
更具广泛性。而且通过市
民 采 摘 、农 超 合 作 等 方
式，基本能做到蔬菜“有
种有销”，但相对整个市
区的需求而言，大棚能提
供的蔬菜产量极其有限，
对市场价格的调节基本起
不到什么作用。他预计，
市场菜价的走低，还需要
等到4月份本地露天菜大
量上市之后。

大葱6元一斤，青椒7元一

斤，芹菜2 . 5元一斤……自2月

份以来，省城的菜价是一路上

涨。然而，连日来记者调查发

现，在这轮涨价潮中，南方菜

分得了“大蛋糕”，本地菜及菜

农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分得

多少杯羹。

格记者探访

低温持续久

大棚菜也减产

七里堡蔬菜批发市
场，批发商说大葱大多是从
南方进的货。

见习记者 张頔 摄

因为去年葱价走低，大棚里只种了一垄大葱。 见习记者 张頔 摄

“大葱太贵，炒菜少抓点儿”
要么菜减量，要么饭涨钱，饭馆应对各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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