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启动

全全市市22 .. 88万万亩亩棉棉田田将将获获666655万万元元补补贴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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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3月2 5日讯
(记者 邓金易 ) 今年，山
东省启动2014年棉花目标
价格改革补贴政策，泰安市
已核准补贴28222 . 89万亩，
补贴金额达到665万元。这

是泰安首次对种棉农户进
行补贴。

2014年，国家启动新疆
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旨
在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
格时，国家启动补贴机制，

将差价补贴给农民，中央财
政同时适当补贴新疆以外
山东等9个棉花主产省。

泰安市财政局一位工
作人员表示，补贴款将在4
月中旬下发。“根据山东省

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补贴方
案，享受2014年棉花良种补
贴的种棉用户，可以获得此
次补贴；没有享受补贴但种
植棉花的，暂不纳入本次补
贴范围。此次补贴，每亩给

予235元的补贴，在我们完
成补贴数据录入、补贴公示
后，将会逐步将补贴资金薄
纸农民‘齐鲁惠民一本(卡)
通’中。”这位工作人员说。

种种棉棉一一年年不不如如采采棉棉一一个个月月挣挣得得多多
好多棉农转产或外出打工，棉田面积逐年递减

在泰城打工的吴女士，原来
在东平老家种植棉花。她说，种
棉花也曾挣过不少钱。“原来虽
然棉花价格不高，但我们家有12
亩地，姐妹5个人和父母一起下
地干活。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
就已经是‘万元户’了，那时很是
风光。”

但现在吴女士却选择不再
种棉花，而是到泰城打工。“成本
太高了。种子价格从80元到150元
不等，从3、4月份种下去，基本上
天天都得顾地，棉花平时就会长
蚜虫，阴天时更严重，还要亲自
下地捉；一亩地要用一袋化肥，
化肥200多块到300多块的都有，
打药一瓶也要花12元到25元。如
果雇人帮忙挣得就更少了，一天

至少要花四五十元。”吴女士跟
记者算了这笔账。

“到了往外卖的时候，好的籽
棉能卖三块多，品质不好的只能卖
两块多。一亩能有600斤籽棉，最好
的品质下，也只能卖2000元左右，
除去成本，根本挣不了多少钱。”吴
女士说，这样算下来，还不如打工，
现在她一个月挣3000多元，挣得多
还又省心。

泰城下港镇的陈女士，去年
在自家地里开了几分地种棉花，
为了给要嫁人的女儿做新被子。

“整个下港，种棉花的也不太多，
我家要不是女儿结婚，想用自己
种的好棉花，我也不种。”

陈女士去年收了17斤脱籽
棉，给女儿做了三床被子。

以前种棉花挺挣钱

现在赚头少出去打工

记者从泰安市统计局农调队
了解到，2014年，泰安种棉面积为
9 . 6万亩。其中泰山区210亩、岱
岳区及高新区1 . 02万亩、新泰市
0 . 42万亩、肥城市1 . 72万亩、东
平县5 . 66万亩、宁阳县0 . 75万
亩。总面积相比2013年减少了
4000亩。

农调队李志华队长表示，近
几年，泰安的棉花种植面积一直
在减少。“很多棉户在卖棉花的时
候都卖不上价格，而且没有形成
规模的种棉户。因为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很多棉户也都从种棉花
改为种蔬菜、瓜果、花卉，发展特
色农业。”李志华说。

化马湾乡的赵先生说，到了
新疆棉花收货的季节，他就会去
打工摘棉花，已经连续两年都是

这样了。“我家里只有4亩地，以前
种棉花，到了收的时候，差不多能
净挣6000块，那还是品质好的时
候。可是我这两年到新疆摘棉花，
一个月就能挣6000多块，而且平
时还能打零工，不用成天呆在棉
花地里。”

良庄镇的徐先生60多岁了，
他说，因为种棉花需要花很长的
时间待在地里，还要经常捉虫子、
打农药，隔两三天就打杈，很多年
轻人都不愿意做。“在工厂里做
工，风不着雨不着的，年轻人都喜
欢。”徐先生说。

据了解，如果按正常情况下
麦棉种植比较效益1:8来计算，籽
棉平均价格应至少在每斤5元以
上。这样农民算经济账时，才能有
和种粮差不多的效益。

棉花种植面积缩水

去年又减少四千亩

记者走访了泰城的多家种子公
司，发现一些公司已经不再销售

棉花种子。销售棉花种子的种
子公司，品种也比较少。

“今年我们没再卖棉花种
子，因为现在泰安种棉花的不
多了，种子也挺难卖。考虑到
不太挣钱，我们今年就把棉花
种子下架了。”位于灵山大街的

一家种子公司负责人说。
而在泰城的一家棉麻收购公

司了解到，现在在泰安收购棉花是
件难事儿。

“我们是3块多的价格收购籽
棉，但是很难收，泰城种棉户不多，
种植面积也都不成规模，收来的棉

花质量参差不齐，从色泽到纤维长
短都不一样，收回来加工也是麻烦
事儿。”棉麻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

至于需要使用棉花为原料的纺
织集团，也鲜少收购本地棉花。岱银
纺织服装集团原料采购部的一位工
作人员说，他们所使用的棉花原料，
八成以上来自新疆或国外。

“一般我们也是根据客户的需求
采购原料，新疆和国外的棉花相对来
说好一些。而且泰安本地的棉花产量
小，难以满足我们大量进口的需求。
一年进7、8万吨棉花，山东省内的原
料只占到20%左右，也是济宁、菏泽
那边的居多，在本地采购的原料几乎
没有。”这位工作人员说。

纺织厂一年用八吨棉花

原料大都来自外地

棉花在泰安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经济作物，但随着成本越来越高，种
棉户渐渐转产。种棉面积近几年不断减少，而且质量参差不齐。本地棉纺
企业也几乎不在泰安采购，泰城多家种子公司也不再销售棉花种子。

本报记者 邓金易

究竟泰安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条件，是否适宜种植棉花、种出来的
棉花品质到底如何？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的
孙学振教授。

孙学振是省内棉花产业体系岗
位科学家，对棉花很有研究。他说，
一般棉花的种植喜旱地，耐盐碱。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全市的棉花种
植还是比较多的，除了新泰稍微少
一些，宁阳、东平，都有棉农大量种
植。而且宁阳那边的土地条件很适
合种植棉花，所以棉花的质量还是
比较好的。后期主要因为成本原因，

棉花的种植渐渐减少了。”孙学振
说。

“如果说本地棉比外地棉稍差
的，在于‘三丝’多，也就是会掺杂异
样纤维丝、头发丝和动物毛发。国外
棉和外地棉种植成规模，棉花质量
一致性好，并且机械化管理，节省人
工，是一个优势。”孙学振说。

岱岳区一位棉花种植户王强
说，这次补贴真是个好消息。“去年
棉花卖得也不是特别好，这次政府
给我们补贴，给我们种棉户减轻了
很多负担。可能会让一些棉农回心
转意，回来种棉花吧。”王强说。

泰安土地气候适合种棉

补贴或请棉农“回头”

棉农带着籽棉到棉麻收购公司进行销售。（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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