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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收购价高达每斤13—14元，如今跌到3 . 5元

玫玫瑰瑰身身价价暴暴跌跌，，花花农农回回本本都都难难

一亩成本3000多元，这下得赔500多

听着村民的抱怨，崔先生
郁闷地猛吸一口烟，随后他扔
掉烟头给记者算起了账。以一
亩地计算，玫瑰花苗子每棵8
元钱，一亩地大概栽种3 5 0—
4 0 0 棵 ，仅 苗 子 的 价 格 就 在
2800元—3200元，而刚栽种的
苗 子 需 要 1 年 多 时 间 才 能 开
花。玫瑰花每年需要施3—4次
肥，浇水四五次，肥料成本为
600元—800元，浇水每次成本
为50元左右，总共支出为200
余元。而在种植过程中，花农
还需要为苗木打农药，每次的
支出为70元左右，五六次也得
花三四百元。“还有一项很大
的支出就是人工费，从种植到

采摘，一亩地怎么也得需要20
个 工 ，每 个 工 最 少 也 得 需 要
70—100元，这些又得近2000
元。”崔先生说。

玫瑰苗最多能撑七八年时
间，每年分摊八分之一的成本。种
植一亩地玫瑰花一年的总支出成
本最少也有3000多元。而今年的
现实情况是，每亩地最多也就能
摘七八百斤玫瑰花蕾，按照现在
每斤3 .5元的价格计算，每亩地的
收益为2500元左右。

玫瑰镇另一村支书刘芹
说：“按照我们这边的种植成
本，每斤收购价达到五六元，
种 玫 瑰 的 收 益 才 比 种 麦 子
多。”

开秤价只有2元，还都不愿收

“三块多一斤。”24日上午
10点半左右，济南市平阴县玫
瑰镇崔山头村村头的小超市热
闹起来，不少花农过来询问收
购价格，将一袋袋玫瑰花蕾过
秤后交给代收商肖秀明。

“今年怎么这么便宜呀？”
不时有花农提出这样的疑问，
来不及回答，又有花农过来了。
收了一会儿，肖秀明不收了，

“现在收也不赚钱。”
比肖秀明更不赚钱的是花

农们。“摘了几天了，开秤价只

有两块钱，这两天价格有些上
涨，但也只有3 . 5元左右，这让
我们怎么过啊！”花农崔先生
说，他们最近都在忙着摘玫瑰
花蕾，但这样的收购价让大家
有些心寒。“去年最高的时候
13-14块钱一斤呢！”

崔山头村村支书崔行恩介
绍，村里有300多户，最近这几
年，玫瑰花种植面积比较大，达
到了300多亩。“去年种两亩半，
能挣三万多，今年可要赔了。”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倩 葛亮

进入4月下旬，玫瑰花渐香，却映不出花农脸上的笑容。
去年稍晚些时候，平阴县玫瑰镇的花农们正高兴地摘下含苞
待放的花蕾，以每斤13—14元的价格卖给当地的烘干企业，
烘干之后再卖给南方的企业做成玫瑰茶，他们就靠这个养家
糊口。但是，今年的玫瑰花蕾价格大跳水，收购价只有每斤
3 . 5元左右，忙活大半年，连本钱都挣不回来。

烘烘干干企企业业串串通通压压价价还还是是种种得得太太多多？？

本报记者 王倩 葛亮

不只一位花农说，是烘干
(户)企业串通起来压低价格，果
真如此吗？玫瑰镇副镇长刘波、
济南九州玫瑰制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都否定这一说法。

同为花农的崔山头村村支
书崔行恩说，“可能种植面积扩
大是一个原因。”

平阴玫瑰研究所刘所长提
供的数据显示，在收购价不断
上涨的带动下，玫瑰花种植面
积从两万亩左右增加到现在的

3 . 5万亩。
“今年花期提前也是重要

原因，盛花期多在4月底5月初，
今年提前了一周左右，但是烘
干企业刚开始点炉。”刘所长
说，这造成收购量少、价格低。

九州玫瑰的负责人说，玫
瑰花蕾收购价变化快，刚开始
和最后的价格会低一些，盛花
期价格会高一些，“今年有可能
涨到5块钱一斤吧。”他说。

刘所长还介绍，玫瑰镇90%
以上的玫瑰花蕾都是用来烤干
销售到南方做成玫瑰花茶的，

加工途径单一也使得价格容易
受到下游客商的控制，丢失定
价权的花农们只能随行就市。

“以前烘干花蕾的加工户
少，跟南方客商谈的时候能占
主导地位。而现在随着种植面
积的扩大，加工户变多，逐渐变
成了买方市场。”刘波说。

刘波还提到，由于去年收
购价格高，而销售价格低，不少
加工户都赔钱了，现在还不敢
大量收购。“再加上还有一部分
烘干炉没有开，价格后期有可
能上扬。”

价格暴跌

为何不预警？

在玫瑰镇政府采访的时
候，工作人员不断提起，玫瑰花
蕾的收购价其实是有周期的。
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最低到
过几毛钱一斤。从2008年开始，
收购价进入上涨期，在去年达
到了最高峰。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
们跟村干部开会的时候就提

醒他们，不能盲目发展，要注
意其中的风险。”刘波说，他
们也有意识地进行了控制。至
于为什么不发布农业预警，玫
瑰镇另外一位负责人说，农户
有从众心理，看到价格高，都
愿意种，不可能直接干预农户
的选择，只能通过村干部做些
工作。

为何不能

发展订单模式？

玫瑰花蕾收购价出现波
动，为什么不能发展订单式种
植模式避免这种风险呢？“农户
可以和烘干企业签订单，但是
南方客商不跟烘干企业签订
单，风险就都压在烘干企业上
了。”相关负责人说，这就造成
了订单式模式难以发展。

针对目前出现的暴跌情
况，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我们在扶持烘干加工大户，曾
给过扶持资金。”刘波还说，在
招商引资方面，他们一直想引
进深加工企业，拉长玫瑰花产
业链，但目前还没有大的进展。

本报记者 王倩 葛亮

花蕾难储存，又没有深加工设备

这漂亮的玫瑰花蕾，其实
脆弱得很。济南九州玫瑰制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玫
瑰花蕾收上来之后要先进行烤
干，然后进行筛选，最后发给香
港、福建、广东的客商。在他的
烘干车间内，记者看到，干花蕾
很脆，一碰就会掉下些碎末。

比这更脆弱的是它的花
期。玫瑰镇副镇长刘波说，玫瑰
花蕾采摘期最多不超过20天。

“众多花蕾放在一起，过了半小
时就容易发热变烂，极不耐储

存。”刘波说，采摘之后，花农要
及时交给收购商。花农自己晾
干的话，花色和花形都容易变
形，卖不出高价钱。

24日上午，在崔山头村村
头超市前的玫瑰花地里，代收
商肖秀明的父亲拿起一个花蕾
和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对记者说，
花蕾开得很快，一天就开成了花。
花开了之后，只能做成玫瑰花酱
等，价格要低一些。刘芹也告诉记
者，“玫瑰花不好保存，而且我们
也没有深加工的设备。”

原因分析

疑问

24日，在平阴县崔山头村，花农正在过秤，卖玫瑰花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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