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分钱一斤的白菜
是怎么卖到5毛的
记者探访蔬菜流通环节的加价过程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卫建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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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关注

蔬菜从田间地头到餐桌，流通环节是必不可少的，当然
有了流通环节就要有价格的层层上涨。记者探访了流通环
节的加价过程，还原从菜农手里以8分钱每斤买来的白菜是
怎么涨到5毛的。

一级批发商 >>

白菜8分买2毛卖 每斤最多赚8分
24日晚6点，在黄河一路渤海七路

附近的六街市场内，蔬菜批发商于女
士正在一辆白色大货车上摆放白菜。

“我从阳信拉了6000斤白菜，卖了五天
了，剩下的这些少说也得两千多斤，批
发价2毛钱一斤，这么低还是不好卖。”

说起今年的菜价，于女士连声叹气。
据于女士说，她卖的白菜产自

阳信，进价从菜农手里只有8分钱，
但收菜还要给经纪人一部分费用，
再加上运到滨州的路费。从装车到
卸车，各种费用加起来每斤至少要

增加4分钱，至少1毛2才能保本。“现
在批发2毛钱，看上去能挣8分，但要
加上水分蒸发造成的减重更是不挣
钱。不光白菜，芹菜在那边收1毛，运
来也就卖2毛、2毛5，加上费用，每斤
挣不到1毛钱。”

25日上午，记者又一次来
到滨州有名的菜篮子——— 赵
四勿村。据村民介绍，因为今
年价格太低，自己出去零卖蔬
菜的菜农比去年翻了一倍。

“今年菜价这么低，自己
出去卖价格肯定高点，能多
挣一点是一点。”赵四勿村村
民刘凤说，往年价格差不多
就直接卖给批发商了，今年
全村有一半菜农自己出去卖
菜。近的在六街和附近的集
市，远的有去黄河十一路渤
海八路赶宣家集的。

正在菜棚里忙活的赵
建平说，他经常去六街和附
近的集市去卖菜，一天少说
也能卖200斤，价格肯定比商
贩卖得便宜，所以卖得多，
有优势。

赵建平说，他在六街市
场和集市卖菜最大的感触就
是没有固定摊位，而商贩是
交过摊位费的。“你去得早还
能卖一会，但是不到8点商贩
就来了，想卖菜就得去别的
地方。”赵建平只好在集市上
选了一个位置，一季度要交
1200元的摊位费。

当村民得知自己卖的生
菜、油麦菜只有2毛钱，而超
市生菜卖 5 块、油麦菜每斤
2 . 5元、茼蒿每斤5 . 3元时，大
呼“不敢相信”。“我们这里菜
价这么便宜，真没想到超市
能卖到这个价。”赵建平也同
样表示想不到，“我们和买菜
的隔着好几道程序，如果能
去掉这几道程序，直接接上
头就好了。”

菜农心声 >>

希望和市民直接对上头

网友“不做游子”：
“既然本地菜这么便宜，

为什么超市里还要卖外地菜
呢？值得反思啊！建议国家减
少收费，实行‘蔬菜贩运补
贴’，让菜贩子们的成本降下
来，来运菜的多了，种菜的收

入就能增加了，买菜的也能
买着便宜菜了。”
网友“sikongzhaixing”：

应该转变销售思路，减
少批发商和小商贩中间环
节，让菜农直接与消费者建
立供销联盟。

网友看法 >>

25日下午，黄河八路渤海七路
的清怡市场内人流稀少，张桂荣坐在
她的蔬菜摊位内吃午饭。三四平米的
摊位上整齐摆放着十几种菜。据张桂
荣说，她卖了十几年菜，但今年的菜
价相比往年“有点不正常”，种菜的根
本不挣钱。

她卖的白菜都是平均2毛钱买
来的，再卖5毛钱，要的多就卖4毛。

“看着能挣两三毛钱，但其实不挣
钱。”张桂荣说，“别忘了买菜的把外
面的白菜帮子再扒掉几层，大的一片
就是半斤多，这都得算在咱头上啊，
更别说蒸发掉的水分和袋子钱了。”
这样算来，在2毛钱的基础上要再增
加1毛多的保本。“卖4毛就不挣钱，
卖5毛也就挣一毛钱。”

据张桂荣说，她也知道批发商每
斤挣不到一毛钱，不光白菜，芹菜从
菜农手里卖给批发商不到2毛，批发
商再倒给商贩是3毛钱，她再卖5毛
钱。大葱是5毛从批发商那里拿的，

她再卖1块钱。“但上面有很多黄叶
子，一般买菜的都会掐去，这些重量

都要算在成本里，这样下来，成本增
加很多。”

二级批发商 >>

白菜2毛买5毛卖 每斤最多赚1毛

25日下午，清怡农贸市场内，张桂荣在她的蔬菜摊位内吃饭。

滨州今年正式推广使用机采棉模式，效果如何？

机器采棉每亩可省百元
但推广仍有瓶颈要解决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霍秋萍 牟冲

滨州作为棉花种植大市，自去
年引进机采棉模式，今年是正式推
广使用机器采摘棉花的第一年，10
月17日，“全国农机农艺融合座谈
会暨机采棉现场会”在沾化县冯家
镇李家村举行，会议当天，机器采
摘棉花正式开始。一周时间过去
了，机采棉情况如何，与人工采摘
相比有何优势？带着这样的疑问，
记者来到沾化县和无棣县这两个
示范区。

部分棉农

放弃使用机器

市农机局副局长马洪岩介
绍，今年全市共有4800亩机采
棉试验田，沾化县冯家镇李家
村有3700亩，无棣县西小王乡
横道村、佘家镇北石村共1100
亩。因初次尝试，部分棉农放弃
使用机采棉，加上自然灾害导
致的无法使用机器采摘，今年
实际可机采棉区域为沾化县李
家村 520亩、无棣县横道村 20
亩。

每亩比人工

省100元左右

无棣县西小王乡横道村
村书记李守国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今年受台风等自然灾害
影 响 ，每 亩 地 棉 花 产 量 2 0 0
斤，每斤棉花 1 . 4 元，而人工
采摘每亩地需花人工费 4 0 0
元，“这样算来，人工采摘我
们就得赔钱了。”李书记说，

“虽然用采棉机采的只有 3 亩
地，但是我觉得机采棉是个大
的趋势，它既省时又省力，还
省钱。今年机器采摘没有收取
费用，我们听说在新疆那边采
摘每亩 300元，估计等咱这边
推广开来，价钱也差不多。”
李书记介绍说。

李 书 记 介 绍 ，横 道 村 与
邻村共有 500亩试验田。据沾
化县支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的
负 责 人 张 汝 和 先 生 介 绍 ，合
作社的 5 0 0 多亩棉花已经采

摘 完 毕 ，现 在 已 开 始 播 种 小
麦。张汝和说，合作社还组织
部分棉农进行机采棉相关知
识的培训，指导棉农作业。虽
然 今 年 收 成 不 好 ，棉 花 损 失
很大但机采棉模式还是很成
功的。

机采棉模式

推广也有瓶颈

记者采访到正在手工采
摘棉花的赵女士，赵女士家中
种了 20亩棉花，“今年的棉花
不好拾，都让水淹了，现在赔
着钱雇人。”赵女士说。她向记
者介绍了自己对于机采棉的
看法。村里人很少有使用机采
棉模式的，他们了解到机器采
摘的棉花会掺有大量杂质，位

于底部的棉花很难采到，并且
机采棉毕竟是新鲜事物，棉农
也不清楚机采棉模式的具体
情况，大部分棉农表示不敢贸
然尝试。

记 者 了 解 到 ，针 对 棉 花
采 摘 时 掺 杂 杂 质 的 问 题 ，机
器采摘后的棉花会有专门的
清 选 设 备 来 处 理 ，以 达 到 棉
纺 企 业 需 要 的 纯 度 。但 是 ，
要 使 用 机 器 采 摘 棉 花 ，需 要
棉农把使用了二十多年的传
统 农 机 具 ，如 播 种 用 的 培 土
机、拖拉机、中耕机、拔柴机
等 全 部 换 掉 ，以 适 合 机 器 采
摘 ，而 这 样 就 需 要 花 一 大 笔
钱，棉农无力承担。再如，对
于 未 开 好 的 棉 桃 ，机 器 无 法
采摘而导致浪费等问题也是
目前机采棉模式推广遇到得
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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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日日，，某某超超市市内内油油麦麦菜菜的的标标价价每每斤斤22 .. 55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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