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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白菜、芹菜

批发价降一毛
黄瓜价格略涨，蔬菜整体价格平稳

本报10月25日讯(见习记
者 陈玮 通讯员 段兴
霖) 25日，记者从槐荫区工
商局了解到，本周白菜、芹菜
批发价持续降低，比上周降
了一毛左右，黄瓜批发价略
涨几分钱，蔬菜整体价格以平
稳为主。业内专家认为，市场
饱和导致菜农大量抛售，是部
分菜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根据槐荫工商分局重点
监测的蔬菜批发价格情况，
白菜价格0 . 3元/公斤，比上周
下降一毛；芹菜价格每公斤
在0 . 4元到0 . 8元之间，最低价
比上周下降了一毛左右。黄
瓜价格却开始上涨，涨价幅
度不到一毛，现在2元/公斤。
相关工作人员称，黄瓜涨价
原因是天气转凉，黄瓜量少

引起的。其他蔬菜批发价格
比较稳定，如茄子1元/公斤，
卷心菜0 . 8元/公斤，芸豆2 . 2

元/公斤，油菜1元/公斤，与
上周价格相比基本没有变
化。

山东匡山农产品综合交
易市场从事多年蔬菜经销的
李先生介绍，由于去年白菜、
芹菜价格普遍较高，菜农加
大了种植面积，再加上近期
全省天气晴好，也加快了蔬
菜的生长速度，导致了今年
市场上市量的饱和。现在大
部分蔬菜都是露地菜，为了
避免冷空气给蔬菜带来的损
害，菜农抛售蔬菜来保证自
己不受过大损失，是导致部
分蔬菜价格下降的主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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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山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

开辟萝卜“绿色通道”

平均每车萝卜减免300元

本报10月25日讯(见习记
者 孟燕) 25日，山东匡山
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开通萝
卜销售“绿色通道”，减免萝
卜销售业户的进门费、摊位
费等一切费用，平均每车萝
卜减免300元。

匡山农产品批发市场副
总经理刘福水介绍，针对近
期平阴萝卜滞销的现状，济

南市商务局和匡山农产品批
发市场协调，通过一系列措
施为销售萝卜的业户开辟了

“绿色通道”，在市场上提供
专门场地经销萝卜，并减免
了业户的一切费用。“进门费
每吨25元，一般一车10吨左
右，摊位费20元，这样算下来
平均一车可以减免300元左
右。”

章丘大葱节明天在舜耕会展中心举行

章丘名优农产品

“组团”亮相

本报1 0月2 5日讯 (见习
记者 陈熹 通讯员 曹
长兴 崔敏 ) 2 7日上午，
2 0 1 2年章丘大葱节暨章丘
名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会将
在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展销会上，龙山小米、
明水香米、辛寨鲍芹、生态
甲鱼、乐虎土猪肉、薄壳核
桃、牛一蔬菜、小康金银花
等一众章丘名优农产品都
将亮相。

届时，现场将评选出今
年的“章丘大葱”种植状元，
发 布“ 章 丘 放 心 农 产 品 标
识”，公布使用单位。在此次

章丘名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会
上，章丘将集中展示近年来
现代农业发展成果，现场接
受市民“检阅”，让广大济南
市民看看、尝尝地地道道的
章丘农产品。

同时，章丘市联姻知名
企业，推进农超、农校、农企
合作，与北京全聚德集团签
订章丘大葱周年直供战略合
作协议，南下进军上海市场，
与全国知名物流企业——— 上
海“菜管家”公司建立长期合
作营销关系，打开了章丘名
优农产品进入上海高端消费
市场的通道。

同样是萝卜，有的一毛一斤
没人愿买，有的一块多一斤却还
抢着要。近日，记者走访省城部
分蔬菜批发市场发现，同种蔬菜
价格却差别很大。业内人士表
示，近年来，蔬菜品种结构正发
生变化，农民和有关政府部门必
须适时调整，才能在市场竞争中
站住脚。

25日，记者在七里堡蔬菜批
发市场和八里桥蔬菜批发市场
看到，很多摊位上都摆放着萝
卜。目前正在销售的萝卜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普通的菜萝卜，一
种则被称为水果萝卜。其中，菜
萝卜的批发价格为每斤两到三
毛，零售价格约每斤四毛，产地
主要为济阳、肥城、唐王、平阴等
地，而水果萝卜则主要产自济
阳、河北、潍坊等地，价格为每斤
5毛到1 . 5元。

八里桥蔬菜批发市场一位
来自唐王的摊贩说，他的菜萝卜
卖两毛钱一斤，菜贩上门收购时
每斤还不到一毛钱，而且上门收
的人很少，萝卜都卖不出去。

相比之下，水果萝卜虽然价
格偏高却颇受欢迎。在七里堡蔬
菜批发市场，市民张女士一下就
买了十几元的水果萝卜。“菜萝
卜回去包饺子吃，水果萝卜回去
当水果吃，不都说冬吃萝卜夏吃

姜么，而且现在买萝卜太便宜
了，水果萝卜虽然贵也比买水果
吃便宜得多。”

作为萝卜中的“名牌”，潍县
萝卜的价格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据潍坊一家萝卜种植基地的负责
人介绍说，该基地成品萝卜出厂价
就卖1 . 5元一个，而且价格是稳中
有升，产出的萝卜要进行筛选后
再出售，挑选外观比较好的贴上
商标作为成品，每亩约能筛选出
成品3500到5000斤，每年都有回头
客上门收购，根本不愁销路。

“蔬菜品种结构在发生变
化，这是种趋势。”有关业内人士
表示，近年来，蔬菜品种和品质提
升特别明显，圣女果、彩色甜椒等
品种走上餐桌，人们改变了过去
的习惯，开始生食蔬菜。也正因为
如此，不少在名字前挂上“水果”
二字的蔬菜和粮食作物相继出
现，如水果萝卜、水果玉米等。

“蔬菜品种出现变化，农民
也应该跟上这样的步伐。”该人
士表示，蔬菜品种多元化，人们
渴望高品质、有特色的农产品，
有关政府部门和农民都必须尽
快认识到这样的变化，并及时调
整思路。“有的地方没有认识到
这一点，仍一味种植传统作物，
就很难稳定住价格，容易受到市
场冲击。”

同样是萝卜 价格差数倍
业内人士指出，蔬菜品种结构正发生变化，

农民和有关政府部门必须适时调整

近年来，全国不少地区出现
不同品种的蔬菜滞销，其中露地
蔬菜占了绝大多数。对此，部分
农业专家认为，现在很多地方有
了土地资源后，一上来就想到要
弄露地蔬菜，因为露地蔬菜种植
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容易种植。
但这往往容易造成“一窝蜂”，产
品和价格形不成竞争优势，蔬菜
总量又大，只能积压。相比之下，
那些高投入的农业种植如大棚蔬
菜等往往能获得高收益。

不过，并非所有农民都有能
力高成本投入。对此，该专家建
议，即便露地种植，也要注意排开
播种，在一片地里多种一些蔬菜，
避免同一种蔬菜集中上市，保证
每个季节都有上市的蔬菜。

而在运作模式上，组建农业
合作社是广为业内认可的做法。

“要让农民赚钱，主要应解决三
个问题：一是产品，包括农业技
术、品牌推广；二是要有销路，让
农产品卖得出去；再有是要有资
金。”济南泉水人家农副产品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张广军
带领社员种植SOD苹果，产品远

销国内外。在他看来，这三个因
素中，最关键的是要打开销路，

“这条做好了，其他两个就都解
决了。”而要让产品卖得好，就要
形成规模，农民要有合作意识。
如今他又开始琢磨和其他合作
社联合起来，进一步打开农产品
市场，“不光农民要联合，合作社
之间也要联合，建联合社，可以避
免单个合作社产品单一、开拓市
场能力不足的问题，形成优势互
补。”

一位蔬菜专家也表示，目前
我省鼓励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
这样能够对蔬菜进行规模化生
产，形成区域优势，“一两户农户
跟超市谈，人家不一定愿意谈，
而且也提供不了批量产品。”而
在专业合作社，有专人打探市场
行情，比如某种蔬菜今年在山东
销路不好，但是辽宁、天津可能
有需求，这样可以集中远销。一
位蔬菜专家举例说，苍山县的蔬
菜常年运往上海，在上海，有一
批人及时把那里的市场需求信
息发回来，产地再及时向那里配
送，这样可以避免滞销。

会诊“菜贱伤农”，专家开“药方”

要想菜好卖 就得成规模

签了单，价格就不能改

24日，在历城区唐王田丰蔬菜
种植合作社，近7000平米的联栋温
室内种植着豆角、辣椒、黄瓜、鲍芹
等蔬菜，3位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成熟
的水果黄瓜，新鲜的黄瓜一个个整
齐地摆在筐里。合作社理事长陈学
奎刚从市区送菜回来，手上还带着
泥土。谈到10月份以来一些地区出
现的蔬菜滞销现象，陈学奎表现得
比较从容，“和分散农户相比，我们
的订单农业占了四成左右，主要和
一些专卖店、超市签订合同，还为一
些合作单位提供蔬菜。我们的蔬菜
品质高，订单价格要比普通蔬菜价
格稍高。订单下完后，将严格按照合
同约定的价格销售，受市场的影响
较小。”陈学奎说。合作社种植的灵

芝山药的市场价可以达到每斤10
元，黄心白菜市场价可达3元一斤，
而现在普通白菜的价格每斤只有几
毛钱。无公害韭菜则和超市签合同，
价格比普通的韭菜贵3—5倍，平均
价格在10元一斤。

在济阳县曲堤镇黄瓜种植基
地，黄瓜刚开始收获。早上天一亮，
农民们就到大棚里摘黄瓜，到9点就
有客户上门收货。现在，一个大棚一
天差不多能卖三四百斤，农民们说，
到了下个月，预计一天能卖七八百
斤。

在整个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的
当下，这里的黄瓜价格和去年同期
没有太大变化。该镇副镇长王兴泉
回忆，最初大棚刚建立的时候，由政
府帮着联系客户，现在曲堤黄瓜蔬
菜基地在全国各地都已有了客户。
现在黄瓜刚开始下，已经有二三十

家客户过来买黄瓜，到了下个月，会
吸引六七十家客户，过几天东北的
客户来了，销量肯定会增加不少，广
阔的销路避免了因一地经济原因造
成的滞销问题。

规模化生产才有议价能力

终端市场并非对所有前来推销
的农户都“买账”，只有那些形成规
模化生产的蔬菜在议价中才有主动
权。

田丰蔬菜种植合作社种植面
积180多亩，其中有机韭菜40亩，有
机大白菜60亩。和普通农户的粗放
经营不同，规模大便于进行标准化
种植，产出的蔬菜品质高价格才能
高。在合作社，记者看到有4个100
立方米的沼液池，联栋温室内则悬
挂着一张张黄板，上面布满白色、

黑色的小颗粒。“为了保证蔬菜的
口感，我们不用化肥，用豆饼，还使
用沼液做有机肥料。黄板上都是一
些小型害虫，我们不使用农药，用
黄板粘虫或者用植物源杀菌。我们
种植规模大，这样做也能降低成
本，品质也高。普通农户就做不到
这些。”陈学奎说。

而王兴泉回忆，在种黄瓜之前，
曲堤镇的农民主要以种小麦和玉米
为生，收入很低，镇政府负责人去外
地参观蔬菜大棚，回来就萌生建大棚
的念头。于是先让镇里的农民免费种
植几亩地，等到收获的时候，大家都
觉得种植出来的黄瓜质量好，就开始
广泛种植，曲堤黄瓜种植大棚也开始
渐渐形成，由最初的几千亩地发展到
了如今4万多亩，上万户农民参与大
棚黄瓜的种植。

今年曲堤镇的黄瓜价格在每

斤1 . 2元到1 . 3元之间，和往年差不
多，但销量依然不错。对于不时发
生的蔬菜滞销的情况，王兴泉说，
散户除非种植地离市区近，否则价
格难以稳定。“要想稳定，首先要有
规模种植，有了规模，应用上技术，
保证质量，在客户面前才有议价能
力。”

错时种植避免扎堆

而在“种什么”这个问题上，菜农
也有侥幸心理，“今年白菜贵，那就扎
堆全种白菜。到来年，大量白菜必然
要拉低价格。由于获取信息的片面和
滞后，蔬菜产销陷入一种‘恶性循
环’。”陈学奎表示。

陈学奎的做法主要是根据历
年来的市场反馈，还有一些“土办
法”。“比如要种白菜，我会打电话

问问关系好的种子销售商，看看今
年种子卖得怎样，如果多了就要考
虑一下是不是减少种植或者改种
别的。”陈学奎说。但是这样，了解
到的也只是单一蔬菜、单一区域的
情况，地区性、全国性的情况了解
不到，信息一闭塞，就会出现扎堆
种植的情况。

合作社的另一个办法是依靠
专家推荐的新品种，这样可以先期
占据市场先机。“蔬菜的上市时间
也决定菜价的高低，一般上市早一
个礼拜价格就高出很多。所以我们
会运用生物技术提温，用专利品种
争取早上市，而秋天就推迟上市，
尽量错开蔬菜的高峰期。不过有蔬
菜专家建议，错时种植务必要考虑
市场需求，一些市场需求量小的产
品，错时种植风险相对较大，要做
好市场调查。

近期，蔬菜价格降低减轻了市民

菜篮子的负担，但部分蔬菜留在地头

卖不出去，也让菜农直犯愁。面对忽高

忽低的市场波动，一些农业合作社却

通过签单销售等形式，实行规模化生

产，稳住了市场。

▲目前露地菜价格整体较低。
见习记者 孟燕 摄

合作社员工在采摘水果黄瓜。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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