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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关注

都都是是种种西西瓜瓜 收收入入差差1100倍倍
种西瓜不能跟风，还得多动些脑筋

在三关村采访完后，记者打
算买几个瓜带回去。瓜农王保全
夫妇给记者挑了 7个瓜，一共 6 0
斤，去掉零头，只收了20块钱。而
这20元钱，在6月初连一个西瓜都
买不到。

“给钱就卖。”在三关村采访
时，这是记者听到最多的话。这句
话表达出了瓜农们的无奈，即使
瓜再不值钱，也不愿意看到西瓜
浪费在地里，能卖一点是一点。但
为啥西瓜难销，究其原因或许是，
瓜农们保守的种瓜传统，以及盲
目的扩大种植面积。

苏福强告诉记者，近几年，很
多地方的人都到他们村取经，但
是学习完技术之后，很少有人去
实践，即使有人愿意做尝试，但是
失败之后又放弃了大棚种瓜的方
式。

不突破，不创新，就很难找到
解决的方法。在1996年之前，西曲
泗村都是传统的种瓜模式，也吃
过不少苦头。经过两年的大棚种
植探索之后，取得了成功，现在家
家种西瓜，年年都赚钱。同样，泗
水高峪镇崔家庄，在5、6年前也开
始了探索大棚种瓜，虽然起步晚，
也取得了良好的收益，不用光靠
天吃饭。

瓜农们一定要摆脱盲目性。
由于去年瓜价高、收成好，今年不
少农民改种瓜，造成种瓜面积增
加了30%-40%，且出现集中上市
的情况，市场供大于求，导致瓜价
下跌，三关村的王世福就是这种
情况，他之前都是种棉花，看去年
别人收成好，今年就该种了西瓜。
结果去年两亩地种植棉花毛利润
有3000元，今年两亩地的西瓜只
卖了1400元。

因此，种西瓜不能盲目跟风。

这位卖瓜人也面带愁容。本报
见习记者 高雯 摄

瓜农扔掉烂掉的西瓜。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连绵阴雨、瓜价直跌，金乡瓜农辛苦了四五个月，到头来白忙活一场。究其原因，有天
气的不可抵抗因素，也有盲目跟风种瓜的人为因素，还有落后的营销模式，……上述因
素，让金乡的瓜农有苦难言。和金乡瓜农相比，泗水瓜农种植了大棚西瓜，这种西瓜价格
一路上扬，他们今年则大赚了一笔，亩产的受益比去年增加2000至4000元。

5月中旬到6月中旬，是早
季西瓜上市的时间。今年泗水
早瓜的批发价在1 . 2元/斤，最
贵卖到了1 . 7元/斤。

“往年西瓜一上市，价格会
很高，但后期价格就降下来。今
年却很反常，越到最后卖得反
而越贵。”泗水县众鑫西瓜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苏福强说，
而且还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与泗水早熟瓜相比，金乡
西瓜的价格相差有10倍，销售
也是冰火两重天。由于受阴雨

天气的影响、加上供大于求，导
致金乡的滞销，价格跌至一毛
钱一斤，都无人来收。

今年泗水种早季西瓜的受
益相当不错。苏福强介绍，今年
一亩地能赚一万元钱。“村里一
共有230户人家，家家都种西
瓜，今年每亩收益达到一万元
的能占到60%。”苏福强说。

同样是种西瓜，金乡的瓜农
就面带愁容了。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去掉施肥、浇水、瓜种等成
本，瓜农们今年算是白忙活。有

的瓜农去掉腐烂和瓜贩子们不
要的次瓜，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苏福强介绍，早季的西瓜生
长在大棚里，摆脱了天气因素的
影响，每年的收成都比较稳定。“一
般每年每亩地的收入都在6000到
8000元之间，像今年个别瓜农一亩
地都能赚2万元以上。”苏福强说，
早瓜的行情好是因为它的上市时
间正好处在南方瓜下市，北方瓜
还未成熟的青黄不接时期，老百
姓吃了一冬的仓储水果，鲜瓜一
上市，便刺激了市民购买。

金乡、泗水西瓜销售两重天

“价格过山车是经济学里
的一种常规现象，今年西瓜价
格暴跌主要是受天气因素的影
响。”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院长胡继连分析说，农业生
产向来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
自然因素带来的影响超过了经
济体质的适应能力。

“雨水对西瓜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储存和运输两个方面。”
胡继连说，天气晴朗的时候，摘
下的西瓜可以储存一个周。但
是遭遇雨水天气后，在高温湿
度大的环境里，西瓜容易腐烂，
刚摘下的西瓜最多能储存两

天，西瓜成熟后不摘，泡在湿地
里也容易腐烂。

“由于雨水多，西瓜的外部
运输比较困难，大量西瓜只能
在局部地区销售。”胡继连说，
雨水对西瓜造成的第二个方面
的影响是营销能力的下降，金
乡、梁山等本地西瓜被局限在
本地销售，加之人们对西瓜的
需求量降低，更导致西瓜的市
场容量减弱，使得西瓜滞销、价
格下跌。

另外，去年西瓜行情好、今
年扎堆种瓜导致市场供大于
求，也是瓜价直跌的重要原因。

泗水县农业局蔬菜站站长张宗
平介绍，去年夏天西瓜畅销，露
天瓜每斤的收购价在0 . 5元/
斤左右，不少农民尝到了甜头
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济宁
地区种植西瓜的面积增加了
30%-40%，面积的增加直接就会
导致产量的增加。”张宗平说。

这个时间段是西瓜集中上
市的时间，菏泽、济南等地的西
瓜与金乡等地的西瓜一起上
市。“现在内蒙古、河北、东北等
的瓜都在陆续上市。”张宗平说，
这种集中上市也是导致西瓜过
剩、价格惨淡的一方面原因。

天气给金乡瓜农帮了倒忙

农超对接

推广不易

“今年受雨水影响导致
西瓜滞销、价格下跌的情
况，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专家
说，农产品价格波动受到供
给、需求和流通三方面的影
响。应对这种问题，首先应
提倡建立农业市场信息网
络，时时统计蔬菜瓜果种植
区的种植量，指导后期农民
的种植，从供给方面解决扎
堆、盲目种植引发的产品过
剩问题。

“在西瓜流通方面，一
直提倡的是农超对接，但这
种方式一直没有得到很好
的普及。如果有良好的农超
对接机制，即使阴雨天，西
瓜的销路也不会这么难。”
专家说，超市需要的是源源
不断稳定的供应，因此农超
对接需要有广大的信息网
络基础，是多个合作社、农
户和多个超市之间的交叉
对接，这样才能保证超市的
货源每一个时段都能稳定
供应，实现真正的农超对
接。

“要降低损失经济损
失，瓜农不妨买份政策性农
业保险。”山东农业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院长胡继连说，
农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受
到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这就
需要通过保险体系来保障
农民的收益。

本报记者 庄子帆 本报见习记者 高 雯

记者手记

改种西瓜
切勿盲目

次瓜被随意摆放在商
铺门口。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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