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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指向五月末，在金乡，蒜田里的鲜蒜
开始集中收购了。收购价每斤六七毛钱，从上市之初，尽管“蒜你狠”就

注定与今年的蒜市无缘，面对低过种植成本的价格，蒜商销售的积极性尽管不
高，可怕耽搁在地里，也都加快了挖蒜的速度。许多业内人士表示，今年的蒜价
不会一直停留在低点，但注定不会再大起大落了，这也注定了今年是大蒜市场
价格理性回归的过渡年。

南店子还是那个南店子，
这 里 的 话 题 注 定 只 有 一
个——— 蒜价。做大蒜经纪人近
30年的李先生今年还是每天
来到这个地方，打打电话，与
同行聊聊有关大蒜的那些事。

“2006年我入手了，2块8一
斤出的手，赚了些钱，但是接
下来歇了两三年，到2010年又
入了一次手。”李先生告诉记
者，从2010年后，他一直在观
望，主要关注的是有关产量和
库存的相关信息。他认为，产

量大了，库存大了，就会直接
影响大蒜价格的走势，在行情
不好的年份，即使做短线，也
将面临血本无归的厄运。

“去年老王投了100万元，
出手后，再除去储存成本，资
金缩水到20万元，赔惨了。”像老
王这样遭遇“大蒜滑铁卢”的事
例，在南店子游走的身影中，比
比皆是。但是他们并没有善罢甘
休，还是希望行情有回暖的一
天，但是在今年大蒜行情逐步
回归理性的背景下，想大赚一

笔，似乎已成了传说。
“交易不积极，游资不来

炒了，资金进入异常谨慎，价
格也就没有了支撑。”一位业
内人士分析，今年大蒜的长势
不错，种植面积也比去年高，
大蒜主产区的产量注定比去
年高，这一消息刺激着蒜市，
一些手中握着陈蒜的蒜商也
急忙出手，导致市场上的货源
进一步增多，新蒜价格也受到
一定影响。

“今年，大蒜价格还没有

定型，预期到了6月中旬大蒜
入库时会见分晓，但肯定是回
归理性的一个过渡年。”金乡
大蒜产业信息协会理事长杨
桂华告诉记者，以目前的价位
看，实在是偏低太多，蒜农们
肯定损失不小。按经验看，每
斤两三块钱的价格最为合理，
这样蒜农有赚头，市民也比较
能接受。但如果再往上走的
话，那就开始偏离正常轨道，
市场上又会出现非理性的疯
狂苗头。

·蒜价低迷，蒜农一肚子的苦水

·蒜价低迷，蒜商们翘首期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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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加工企业

迎来囤货良机
“30日上午，市场约180车

货量，收购积极性不高，暂成
交不多……”这是金乡大蒜产
业信息协会向外部发布的一
条信息。

“多少钱卖？”“你看着给
个价。”“你说呢？”“五毛三一
斤卖不？”“低于六毛不卖，总
不能赔本。”……

5月30日下午，在位于金乡
的山禄国际大蒜交易市场，前
来交易鲜蒜的车辆明显比前

几天要多了一些，一边是希望
能多少赚点的蒜农，一边是希
望能再杀点价格的蒜商，但是
整体交易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来自金乡县羊山镇的蒜商
李女士售卖大蒜多年，来了一个
多小时了，不少问价的，但是给
的价格都低于她的收购价，这让
她感觉很无奈。李女士告诉记
者，往年时，她从地里收来一车
蒜，一般还到不了市场，就半
路被其他蒜商截走了。

在另一边，来自金乡县渔山
镇的蒜农何先生正在忙着和几
个伙计搬运大蒜，“价格真不高，
七毛钱一斤。”何先生说，“干一
点的大蒜一斤能卖九毛、一块，
鲜蒜的价格能低到五六毛钱一
斤，现在才是上市之初，这个价
格应该不会一直不变。”

金乡县年产大蒜约80万
吨，大蒜及大蒜制品出口占全
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量的70%以
上，有“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

大蒜看金乡”的说法。据金乡
县农业局统计，2013年新蒜开
始收获后，由于距离入库时间
尚早、今年产量比去年增加、
市场需求不旺等因素，收购商
不多，价格低迷。鲜蒜价格从
1 . 3元/斤下降到0 . 7-0 . 9元/斤，
个别品种降到了0 . 5元/斤，已
经低于种植的成本价，而去年
价格最少也在2 . 7元至2 . 8元/

斤。对于大多数蒜商和蒜农来
说，价格已经跌至谷底。

大蒜交易市场，讨价声胜过成交音

在蒜商看来，“大赚”已成了传说

驱车走在金乡周边的公路
上，两边到处可见一派繁忙的大
蒜收获景象，用红色网袋装好的
鲜蒜整齐地安放在蒜田里，这是
金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是事
关蒜农的一条经济线。

在金乡县金乡镇的新张
楼村，蒜农张建印家里有9亩
蒜田，经过几天的忙碌，地里
的蒜已所剩无几。“算来算去，
如果按现在的市场价卖，肯定
赔了。”张建印说，光是蒜种、
肥料和人工费，每亩地的成本
就要在2000多元钱，按照每亩

收获2000斤来算，至少每斤鲜
蒜卖到1元钱也能不赔本。

对像张建印这样的蒜农，
信息就是效益。在金乡，向一
些网站和机构订大蒜行情信
息是一件很流行的事情。但是
金乡有七八家发布机构，在这
些机构，通过短信订制的方式
向蒜商和蒜农提供信息，每年
收费在三五百元钱。“大蒜交
易，很多人都在参考这些信
息，但是有一个问题，由于发
布人的水平和出发点不同，一
旦出现主观的东西，便会左右

大蒜价格走势。”
今年，金乡县商务局和工

商局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金
乡县商务局局长周保华告诉
记者，在金乡，有不少团体和
个人或常年或阶段性地对大
蒜行情展开调查，并提供信
息，但是从整体来说，缺乏一
个具有公信力的信息发布单
位，特别是有关产量和种植面
积等关键信息的发布，事关大
蒜价格走势。

“下一步，我们将联合工
商等部门，对所有开展信息提

供的机构和公司进行一次
专项检查。”周保华告诉记
者，看看他们是不是具备
相关的经营执照、是否在
其经营范围之内、信息源
来自哪里等。同时，县商
务局也在加紧对金乡县
的大蒜产量及种植面积
进行调调研研，，力力争争在在第第一一时时
间间提提供供权权威威信信息息。。““但但是是，，
我我们们仅仅仅仅能能掌掌握握金金乡乡当当地地
的的情情况况，，在在金金乡乡周周边边，，还还有有
七七个个县县区区常常年年种种植植大大蒜蒜，，地地
域域问问题题难难以以破破解解。。””

“2013年，大蒜总量应该达到了本
周期波动的最高峰值，不会有狂热的抢
购，更不会有跟风的泡沫。”说起2013年
的行情，杨桂华分析，有利的方面也不
少，低价位有望刺激消费，使得国内需
求量增大；蒜片加工业对大蒜的需求量
增大，有望消耗大量库存。

在位于金乡的济宁食品工业园，已
有包括成功果蔬在内的10多家大蒜加
工企业聚集在这里。“这些企业年可加
工大蒜制品10余万吨，消耗大蒜40余万
吨，尤其是今年，蒜企会加大收购量，能
达到全国总产量的1/3。”济宁食品工业
园负责人告诉记者。

“如何提升大蒜的附加值，是金乡的
头等大事。”金乡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重点建设的济宁食品工业园，金乡
以大蒜初深加工、辣椒制品等为主导产
业，引导食品加工企业向园区聚集。

“这些大蒜加工企业的贡献，除了
能提升大蒜产品的附加值外，也将对带
动交易，稳定价格起到作用。”周保华认
为。去年，成功果蔬率先研制出了附加
值较高的黑蒜，一头不过几毛钱的普通
白蒜，经过一种特殊的发酵工艺，使之
成为一种黑色保健品，在国际市场可以
卖到每头几十元，身价立即倍增上百
倍。

“大蒜从农业产品到工业化的转
变，是一条规避风险的有效途径。”该负
责人认为，使金乡从简单大蒜原料生产
基地转变为加工中心，是一条可持续发
展的健康之路。

芜杂的行情信息，蒜农蒜商都迷茫

▲无论蒜商还是蒜农，都想得到准
备的行情信息，结果却有些让人失望。

对对于于蒜蒜农农而而言言，，合合理理的的蒜蒜价价是是大大家家的的期期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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