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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斤斤姜姜七七八八毛毛，，不不到到去去年年三三成成
姜农忙活了六个月，一亩地还要赔千元

运菜车遭撞侧翻

众人帮拾千斤莴苣

蓬莱阁发现

明代阅兵台

本报烟台10月26日讯（记者
孔雨童 通讯员 董韶军） 近日，
蓬莱阁景区文物科工作人员在蓬莱
阁普照楼东侧山坡上发现一处明代
阅兵台遗址。据蓬莱阁碑刻记载，明
清两代将领都曾在此处检阅水兵，
这一遗址的发现也再次佐证了蓬莱
在明清两代北方军事重镇的地位。

蓬莱阁文物科工作人员董韶军
介绍，该阅兵台依山而建，东、南以
玄武岩砌筑，台面呈直角三角形状。
最高处3 . 1米，南北长10米，东西最
宽6米，目前只剩下一堵残墙。“这个
位置上原来建有海镜亭，北边、东边
都是大海，明清将领就是在这里观
看海上演兵的。”

而这一发现也再次成为了蓬莱
（登州）古时作为北方军事重镇的重
要佐证。

本报临沂10月26日讯（记者
高祥 通讯员 王志信） 26日上
午10点17分左右，一辆运载蔬菜的
货车在临沭境内行驶时，疑因雨天
路滑不慎与一辆半挂车相撞，运菜
车侧翻，车厢里上千斤莴苣撒了一
地。经当地消防等部门紧急救援，车
上被困人员被及时救出，众人紧急
援手，掉落在地上的莴苣也很快被
收回到货车内。

事故发生后，一位过路司机随
即报警。临沂消防郑山中队官兵在
现场发现，一辆自南向北行驶的半
挂车，半横在道路当中，车头、车身
损坏严重，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半
挂车不远处的南侧，有一辆蓝色的
运输车侧翻，驾驶员已经被救出。运
菜车侧翻后，车厢里满载的莴苣倾
倒出来，凌乱地散落在道路上。

救援人员迅速将被困者救出，
经医护人员检查，除腿部有点擦伤、
感觉有点麻木外，身体并无大碍。随
后，侧翻的运菜车被及时赶来的吊
车扶正，救援人员及过路司机一起
动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清理，撒落
在路上的莴苣最终“完璧归赵”，被
收回到运菜车上。

沂南新兴产业

帮助农民增收

本报临沂10月26日讯 在沂南县
孙祖镇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区，曾经高低不平的地、灌溉不畅
的渠，现在早已“脱胎换骨”，蜕变为

“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道相连，井
泵房、机电管、相配套，涝能排、旱能
灌”生机盎然的现代农业景象。

近年来,沂南县围绕“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目标，不断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改
造提升传统农业,发展新兴特色产业,
分别在12个乡镇实施了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转型
升级,让群众得到实惠。

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立项、
建设和运行中,沂南坚持以农田水
利建设、水土治理为重点,着重实施
中低产田改造 ,实现项目区“旱能
灌,涝能排,渠相连,路相通”的目标,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三赢”。 （麻杰 邱增云）

去年，姜价一路飙升，老姜一度达十几块钱一斤，新姜也要七八元一斤，让人直呼吃不起，“姜你军”成为
代名词。而去年同期的新姜收购价在三元钱一斤，今年不到去年三成，消费者吃到了便宜姜，但对姜农来说，
因为价格大跳水，损失很大，受伤颇深。像今年的玉米价格跳水一样，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现象已不止一次
出现，除了种植户自身的因素外，更重要的还是市场的不健全，信息的不透明，导致菜贱伤农的现象频出。任
其发展，可能会伤害到我国的农业基础。

姜农：辛苦忙活大半年，赔钱真是不甘心
10月22日，在泰安岱岳区

范镇唐北村，村民王娟与其他
几位村民一块刨姜。四个人先
把姜从地里拔出来，两人负责
用刀子削去姜苗，两个人负责
把生姜装袋子。“今年一斤鲜
姜才七八毛钱，连本都收不
回。”王娟说，一亩姜4月份种
地里，到10月份生姜收获，一
亩姜的成本接5000元，但按现
在的收购价，一亩地产6000斤

的话，得赔六七百元。
23日，在莱芜羊里镇、大

王庄镇等生姜种植区，不少姜
农正抢收鲜姜。在羊里镇朱家
庄村南侧一片生姜地里，姜农
朱先生正和妻子收姜。“今年
两亩地能产15000斤鲜姜，价
格忒低了，忙活半年，根本不
赚钱。”姜农朱先生不免有些
失落地说。

在地头，姜农们算了一笔

账，按生姜亩产3000公斤计
算，售价1 . 40元/公斤，毛收入
4200元。其中，姜种约需500公
斤，支出700元，播种前施用复
合肥支出1000元、鸡肥支出约
800元，农药支出300元，地膜
支出70元，遮阳网支出400元，
土壤除菌消毒支出3000元（土
地一次处理连续使用两年），
耙地支出150元，生长期需水
支出约300元，每亩成本价是

5220元（不含人工费），除去成
本后，每亩亏1000元左右。

王娟说，她种植生姜已有
10年时间，每年都种一亩。去
年鲜姜每斤收购价在3 . 6元，
零售价在6块到7块钱，前年的
老黄姜更是卖到15块钱。但是
今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生姜
价格就一路在跌，这样卖真不
甘心，只能先往地窖里存一
下，等价格高点再卖。

姜贩子：价格低不是好事，一斤只能赚3毛钱
泰安岱岳区民乐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传防
每天都往泰城各大超市送菜。
今年生姜价格持续走低，中间
收购商的日子也不好过。

马传防说，这个月他从莱
芜拉了一车姜，收购价很便
宜，一斤只有五六毛钱，从莱

芜到泰安车费花200多块钱，
算上人工费、装箱费，一车姜
从莱芜运到泰安，价格要8毛
钱才能保本，现在他往超市送
每斤的价格是1块1毛5，每斤

能赚3毛钱。马传防说，以前姜
的价格高，买卖反倒好做，挣
得也多，现在姜越来越便宜，

中间利润不断减少。
“我收姜收了七八年了，

前两年姜卖得贵，得拿着钱去
找姜农买，今年开始，姜的价
格下来后，姜农来找我们。其
实我们也没办法，都是跟着市
场走。”马传防说，今年除了
姜，其他菜普遍便宜，许多农

民种菜之后都发现连本也收
不回来。“我们中间商还好说，
一看不挣钱了，就不再进菜卖
菜了，农民只能被动赔本，一
点办法也没有。”马传防说，鲜
姜价格在1 . 5元/斤左右，才能
保证各方的利益。太低了，对
姜农、中间商都不是好事。

零售商：销量并不大，五个超市半月卖3000斤
22日中午，在泰安火车站

附近的银座中心店，市民陈先
生买了一块姜。“这一块才6毛
钱，要是搁前几年，得两三块
钱。”陈先生说，他记得超市一
斤姜最高卖到13元一斤，今年
姜便宜了，才1块多钱。“原来
姜贵的时候，都开玩笑，说吃
得起螃蟹，蘸不起姜汁，现在
终于能吃得起了。”一位买菜
的市民调侃道。

泰安银座采购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生姜作为调味品，每天
的销售量不大。从10月8日到10
月21日，银座岱宗店、花园店、齐
鲁店、中心银座、东湖银座，五
个超市14天一共才卖了4200块
钱，一共是2938斤，平均每个店
一天卖60斤。“生姜作为调味品，
需求量很小，价格再低，买的人
也不多。”该负责人说。

根据莱芜市统计信息网统

计数据，十多年来莱芜生姜价
格呈现较大幅度波动，2004年和
2010年生姜价格分别达到两个
波峰，收购价格分别为6元/公
斤和8元/公斤。2002年、2007年
和2011年分别达到最低，分别为
1 . 0元/公斤、1 . 40元/公斤和
1 . 45元/公斤。低位运行持续时
间较长，姜农成本难以收回，积
极性大受挫，造成种植面积连
年减少。

受供求关系影响，自2013
年3月生姜价格开始上涨。四
月份生姜平均价格为2 . 5元/
公斤，7月生姜平均收购价格
为6元/公斤左右，10月，生姜
价格稳定在10元/公斤左右。
2014年4月生姜收购价格平均
为12-14元/公斤左右，最高达
到15元/公斤，9月曾冲高到19
元/公斤，10月中上旬价格基
本稳定在17-18元/公斤左右。

种种得得多多产产量量大大出出口口少少，，姜姜价价怎怎能能不不跌跌
信息不畅导致种植与市场脱节，专家建议发展订单农业

泰安市农业局蔬菜办工
作人员介绍，前两年生姜价格
大幅上涨，姜农的种植积极性
高涨，不少姜农今年增加种植
面积，使得新姜供应量大幅增
加，从而导致市场供给过剩。
泰安市物价局工作人员分析，
除了种植面积的扩大，近年来
我省部分地区引进生姜新品
种，也使得生姜的亩产增加。

安丘市农业局蔬菜站站长
张中华说，2014年安丘大姜种植
面积十六七万亩左右，今年种

植面积增加到十八万亩左右。
大姜价格出现波动是一种正常
现象，差不多五年一个周期。

潍坊市生姜行业协会会长
张奇录表示，潍坊大姜主要是
出口和内销，出口额能占40%左
右，剩余全部内销。近两年潍坊
地区大姜种植面积增多，国外
如巴西、泰国、秘鲁等国家种植
面积也不断增多，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大姜价格。

张奇录表示，气候和种植
户惜售心理也不无影响。大姜

长势好，产量增加，价格就低。
现在大姜基本上都是以散户
种植为主，老百姓都想卖一个
好价钱，往往反复中错失最佳
销售时机。

山东农业大学经管系教
授岳书铭表示，近年来，生姜
价格波动明显，主要是受市场
规律影响。由于我国农业规模
化、组织化、信息化程度的不
足，农产品生产还多采用“小
生产大市场”的模式，农户种
植比较盲目，与市场脱节严

重。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
当建立完善的农产品市场信
息发布平台，为农民提供准确
的市场供求信息，对市场趋势
进行前瞻性分析，引导姜农适
时作出调整。同时大力发展订
单农业，根据订单组织生产。
岳书铭还建议大力发展农民
专业合作社，提高组织化程
度，合理确定生产规模，实现
以销定产，增强市场竞争力。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李
涛 于鹏飞

新闻分析

眼下正是生姜收
获的时节。连日来，本
报记者在潍坊、莱芜、
泰安等生姜产地走访
发现，和去年相比，今
年鲜姜收购价便宜得
惊人，每斤只有七八毛
钱，不到去年的3成。因
生产成本过高，姜农忙
活6个月，一亩地还要
赔千元。虽然价格下
跌，但因为生姜主要是
调味品，超市销量未出
现较大变化，姜农手里
的姜并不好出售。据了
解，种植面积大，出口
量大减，导致生姜供给
过剩，价格大幅下跌。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李涛
于鹏飞

姜农王娟从地里收鲜姜，忙活半年不仅白出力，还要赔钱。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

“姜你军”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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