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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玉米米增增产产不不增增收收，，每每亩亩赚赚不不到到330000元元
价格出现近十年最低值，农民纷纷外出打工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玉米价格几乎天天降

每斤比同期便宜3毛钱

商河县龙桑寺镇李先生一家
今年秋收秋种的热情一点也不
高。看着铺满院子的玉米，李先生
犯了愁。“这价格要是这样一直下
降，这些玉米可咋办，卖不值钱，
搁家里没地儿放。”

据李先生介绍，今年他家玉
米长势很好，有不少田地亩产能
达到1500斤左右，全家7亩地足足
收了一万多斤玉米。本以为今年
能有个好收成，没想到近两个月
以来玉米价格一直下降。李先生
的妻子张女士说：“现在每斤都不
到8毛钱了，近十年以来哪有这种
低价，这粮食真是越来越不值钱
了。”

记者走访了商河县的部分收
购点，发现玉米的价格在0 . 7元
至0 . 8元之间，刚刚上市的玉米
新粮价格在0 . 5元左右。农户卖
粮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在庞家桥
附近的收购点上，两个小时时间
里只有一个农户前去卖粮。卖粮
的王先生说：“这粮食真舍不得
卖，去年这个时候一块多，比今年
贵3毛多。一直搁家里放着，又怕
价格再降，只能硬着头皮拉出来
卖了。”

一亩地只赚300元

不如打工挣钱多

玉米价格持续下降，对于“靠
地吃饭”的农民来说难以接受。沙
河乡的马先生直言“今年种地又
白忙活了”。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
每亩地的玉米卖不到1000元，一
亩地需要5斤种子60元，耕地60

元，肥料150元，浇两次地80元，打
药80元，联合收割机割一亩又得
100元。从播种到收割，再加上人
工费、油料费，卖粮食的钱也就刚
够本钱，净赚不到300元。马先生
说：“这样算下来，还不如出去打
两天工呢，我准备明年把地租出
去，带着妻子出去打工。”

不少农民表示，现在种子化
肥所花费的钱不是主要的，最关
键的是人工贵。殷巷镇的张女士
人均耕地较少，一家三口不足五
亩地，张女士早早将自己玉米收
回家后，就去镇上的劳务市场找
活干。一个秋收下来，她打了8天
工，收入700多元。张女士说：“这
一个秋收的打工收入，都能抵得
上3亩地的收入了。”

玉米“黄金价”不再

收购商持观望态度

记者在商河县物价局了解
到，商河县今年粮食行情整体较
弱，玉米的价格远远低于去年同
期水平。目前，玉米市场收购价为
0 . 7 7 元 / 斤 ，单 周 环 比 下 降
3 . 75%，同比下降25 . 96%。工作
人员说：“尤其是近两个月以来，
玉米的价格下降明显，像去年那
样的黄金价今年就没有出现过。”

商河县物价局的工作人员分
析，今年上半年玉米价格处于稳
中有升态势，自下半年开始，玉米
价格震荡下行，尤其是8月、9月份
下降趋势明显，7-8月份市场流
通多为陈玉米，按照去年走势，8
月份玉米市场出现了有价无量的
现象，玉米收购价高达1 . 30元/
斤，但今年玉米“黄金价”不再，同
时期玉米价格仅为1 . 02元/斤，
同比下降21 . 54%。

今年玉米“黄金价”不再，这
可苦了不少收购商。收购商王先
生去年10月份开始囤积玉米，现

在手中囤积了3万吨玉米。王先生
说：“近几个月来，价格一直下降，
我赔了不少钱，现在有人来卖玉
米，我也不敢收了，谁也不知道之
后的行情咋样。”王先生表示，不
少收购商都和他一样持观望态
度，收了玉米也没处卖。

新粮集中上市

拉低整体价格

商河县的玉米年产量在40万
吨左右，是山东省的产量大县，而
全县内部消化的数量较少，绝大
部分玉米还得依靠外销。谈及玉
米价格下降的原因，商河县物价
局的工作人员认为市场供大于求
是主因。

据工作人员分析，由于部分
地区春玉米早已上市，市场供应
量增加，加上近年来玉米连年丰
收，玉米库存不断增加，市场供大
于求。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玉米下
游深加工企业需求持续疲弱，企
业亏损严重，开工率明显下降，饲
料加工企业需求也出现低迷现
象。生猪价格有所上涨，但是总体
养殖数量较少，需求量随之降低，
这都加剧了玉米价格降低。

收购商王先生说：“之前的玉
米都消化不了，新玉米又上市了，
这价格能涨得上去吗？”目前，正
值新玉米集中上市，部分农户即
收即售，价格偏低，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拉低了玉米的整体售价。

据了解，9月18日国家发改
委、粮食局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
国家临时存储玉米挂牌收购价定
为1元/斤,比去年调低0 . 13元。这
是自2008年国家推出玉米临储政
策以来,临储价格首度下调。当前
除了东北地区外，全国各地较少
采用临时存储玉米挂牌收购价。
业内人士分析，现阶段，玉米价格
大幅度上涨较难。

不不雅雅小小广广告告““爬爬””上上桥桥栏栏杆杆
商河县城管执法局表示：擅自张贴涂写广告将被罚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马芳

记者调查：

桥栏杆现数十条野广告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县城
田园路与弘徳街交叉处的这座
桥上。远远望去，桥两侧的白色
石栏杆上出现了一片片红色的
印记。记者走近后发现，原来这
些都是喷涂的红色字体的小广
告，约有数十条。这些小广告都
喷涂到了桥栏杆上较为平整的
地方。广告内容多是“无抵押贷
款”、“小额贷款”。

记者仔细观察发现，广告中
“无抵押贷款”所留电话号码的
后四位均被用红色涂料遮住了。
从涂料颜色的深浅可看出这些
广告都是刚刚喷上去。栏杆上还
留有一些已经清理过、看不清楚
的喷涂广告。

记者同时看到，一些纸质的
广告宣传海报也被贴在了栏杆
上，虽然有些已经被撕掉，但仍

可见蓝色的印记，而被撕掉的地
方现在又被喷涂上了红色的小
广告。

“好好的一座桥上被喷了这么
多红蓝广告，多扎眼。”一名经常在
附近散步的市民告诉记者，前段时
间，桥栏杆上还没这么多小广告，
这些应该是最近才喷涂上去的。主
要是一些不法商家为了做广告，晚
上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喷绘上的。

执法局：

沿街橱窗清理已结束

为了进一步加强城区户外
广告管理，美化市容市貌，提升
城市的整体形象，商河县城管执
法局从10月9日起，在为期一周
的时间里开展“橱窗净化行动”，
对沿街门店乱贴乱画、乱扯乱挂
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我们首先会告知沿街的
商户，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将张
贴、喷涂在自家墙体、橱窗上的
各种窗花广告清理干净，恢复
墙壁、玻璃的原有面貌。”执法

局工作人员说，但存在一些商
家不听劝告，还一如既往保持
张贴、喷涂广告的形象，城管部
门工作人员会利用清洁剂、铁
丝球、清洁铲等工具对其进行
清理。

商河县城管执法局陶中队
长介绍，按理说小广告张贴的位
置以及内容只要影响到市容市
貌，执法局工作人员就有权对其
进行清理，但很多店铺都在自家
玻璃内侧进行张贴，“我们虽然
有权对张贴的广告进行清理，却

无权进入人家店铺里面，以至于
工作开展起来非常不便。”

据了解，此次行动主要集中
清理的道路为商中路、明辉路两
侧的沿街商铺，目前清理工作已
经进行到了尾声。活动结束后，
执法局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当
中，也会采取及时发现、及时清
理的措施。

而对于小广告乱涂乱贴屡
禁不止的原因，城管工作人员分
析，一方面这些广告多是晚上喷
涂或张贴的，不易被发现，这种

宣传方式比正规的宣传成本低
很多；另一方面，专门用作张贴
广告或刊登相关信息的便民信
息栏和阅报亭缺乏，也是野广告
存在的重要原因。

“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加
强对城市重点部位如墙面、电线
杆、桥头等显眼位置的巡查，当
场发现，当场处理。”上述工作人
员表示。

城管部门工作人员还提醒
广大市民，不要轻易相信路边小
广告，谨防上当受骗。

近日，很多市民发现，县图书馆北侧的桥栏杆上被喷涂
上了数十条红色小广告，看起来极不雅观，影响商河的县容
县貌。商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将组织
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清理，并将加强对城市重点部位的巡
查，避免乱贴小广告等不文明现象发生。

执法
局工作人
员正在对
店铺外面
的小广告
进 行 清
理。

看着丰收的玉米，不少商河村民却高兴不起来。玉米价格几乎天天都在下跌，忙活一年每亩
收入不到300元，还不如出去打工一周。眼看着玉米价格即将出现近十年最低值，不少农民无奈地
说：“粮食今年长得挺好，却卖不出好价格，真是愁人啊！”据了解，近几年玉米持续丰收和下游深
加工企业需求持续疲弱，成了玉米价格下降的主因。

近几个月以来，粮食的价格持续下降。小麦已经跌至1元以下，
同比下降19 . 05%；玉米价格在0 . 8元以下，同比下降25 . 96%。粮食价
格的下降，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在亩产与去年相同的情况下，今
年每亩至少比去年少收入500元。不少农民直呼“单单靠地里的那
些粮食，也就只够吃饭的了”。

外出打工成了不少商河农民的新选择。若夫妻二人外出打工，
每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比种地强多了。记者在商河县龙桑寺镇李
家村调查发现，今年外出打工的人要比往年涨了近三成。全村中三
四十岁的青壮劳力，一半以上外出打工。刚刚成家的“85后”小夫
妻，外出打工比例高达80%。爷爷奶奶在家看孩子成了常态。

村民芦女士说：“谁也不希望离开家，但是要靠家里这点地，孩
子将来上学的学费都没有。”卢女士提到，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和自
己一样，将土地承包给同村村民，这样一来基本过年才能回家一
趟。而实在难以离家的村民就成了“地主”，他们有的改行“种蒜”。
去年该村种蒜村民在5户左右，今年涨到了20户。村民李先生说：

“谁也不知道明年蒜的行市咋样，但至少应该比种粮挣钱吧，不能
外出打工，就靠地里这点庄稼了。”

粮食价格下降，农民争相外出务工

延伸调查

满地的玉米卖不出去，种粮户很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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