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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汶上县苑庄镇
王庄村，张道立占地十几亩的
大院子里，摆满了今年刚收获
的玉米，几位雇用来的村民正
在忙着装袋，旁边一袋又一袋
的玉米则堆了老高。作为种粮
大户的他，今年又一次迎来大
丰收，他一共种植了2000亩地，
其中1500亩玉米，每亩产量能
够达到一千二三百斤。

不过，玉米丰收，价格却下
跌了，从一年前的2014年10月份
算起，1 . 1元的每斤收购价直接
下降到了0 . 8元左右。按照每亩
地产量1200斤计算的话，与2014
年相比，张道立每亩地要少赚

360元，1500亩土地少赚了54万。
按照张道立的设想，在花

了400多万元用于机械化等固
定投资后，每年的投入已经相对
固定了，刨除今年的人力、化肥
等，每亩土地的收益在300元左
右。“如果2000亩地都种玉米，今
年收益只有60万元。”

苑庄镇还有另外一位粮食
种植大户陈国五，他今年种了
420亩玉米，与张道立相比，尽
管规模比较小，但他对于粮食
价格下降更为敏感。因为他在
种植小麦、玉米过程中，先期投
入已经超过100万，而这里面有
60万元是从其他人手里借来

的，每年都要支付几万元利息。
陈国五介绍，“今年如果玉

米价格还能涨一下的话，还能
赚个六七万，如果不好的话，只
能赚三四万”。除了单纯的机
械、化肥投入，现在土地流转成
本也逐渐增高，“前几年从村民
手里承包来的地价格不贵，现
在都在涨。有的成片的好地，甚
至要八九百元每亩”。

成本提升又逢粮价下跌，
陈国五说，“玉米价格每下降一
毛，每亩收益要减少100多元。
现在只能坚持，如果土地到期
是否还要租地种粮食，还要看
情况。”

“一斤玉米跌三毛，一亩
地就要少挣360元。”在汶上县
苑庄镇王庄村，种了1500亩玉
米的张道立大获丰收，但因
为玉米价格下降，今年要少
收入54万元。

丰产却不丰收，主要原
因是成本提升又逢粮价下
跌。记者在我省汶上和曹县
等种粮大县采访时发现，因
玉米价格下跌，不少大户收
入下滑，有些人因为土地流
转成本过高，甚至出现亏损。
在不愿放弃土地的情况下，
他们正准备种经济作物或搞
配套养殖，以多种经营应对
现有困局。

本地记者 刘帅 朱洪蕾

今年，国家下调了玉米临时
收储价格，每斤下调0 . 13元，看起
来只是微小的变动，但对农民种
粮积极性有着很大影响。我国粮
食能够连年增产，除了老天帮忙、
自然条件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之
外，更主要的还是国家实行最低
保护价收购，激发了广大农民种
粮的积极性。但是，如果取消最低
收购价，就像蔬菜等其他农产品
一样，完全由市场来决定，那农民
种粮的积极性就不可避免地会受
到影响。

按照目前有关方面确定的改
革思路，就是通过综合考虑生产
成本、农民利润、国内外价差等因
素，将补贴和价格分离，减少政府
对价格的干预。

但是，要想把成本降下来，就
必须减轻农民的种粮负担，把粮
食生产的单位成本降下来，从而
让农民在种粮中有利可图。否则，
广大农民会宁可抛荒，也不去种
粮。尤其是种粮大户，会立即停手
进行规模种植。

众所周知，此轮的粮价补贴
政策，是从 2 0 0 4年开始的，也是
因为粮食生产与供应出现问题
时采取的一种农民利益保护措
施。而此前的取消农业税政策，
也被认为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
大惠民举措。实践证明，取消农
民税后，由于相关的配套措施没
跟上，农民种粮的负担不仅没有
减轻，反而因为农业生产资料、
农药、化肥等价格的快速上涨，负
担更重了。

现在的问题是，当有减轻农
民负担的政策出台后，与种植有
关的农业生产资料等价格会迅速
上涨。如果当粮价在政策取消后
产生波动，生产资料的价格仍然
保持现有水平，农民种粮可能就
要大受影响了。所以，在调整粮价
补贴政策的同时，能否通过增加
对农业生产资料、农药、化肥等生
产企业的政策扶持和补贴等，降
低种粮成本，将直接影响政策调
整的效果。

据和讯网，作者谭浩俊

专家：若种粮无利可图，农民宁愿抛荒

保保护护价价降降了了种种植植成成本本也也得得降降

玉米每降一毛，每亩地少挣100多元

““村村里里有有330000亩亩地地，，现现在在没没人人敢敢包包””
每亩玉米比去年少挣了360元，纯种粮大户越扩张受影响越大

“要不是养着这些羊，我也
亏惨了。”在菏泽市曹县侯集乡
西张楼村，种粮大户卢彦东也
有同样的感慨。卢彦东住在村
北的一个平房里，一身农民打
扮。在曹县，绝大多数种粮大户
都是卢彦东这样的形象。

2008年国家允许农民以多
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我就是受这个政策影响开始
种粮的。”物权法规定耕地的承
包期为三十年，卢彦东一签就
是五十年，他觉得土地流转将
会越来越多，必须确保种植的
稳定性，而租金则是每年每亩
1000斤小麦或者折合1000斤小
麦市价的现金。

作为曹县最先响应国家政
策的种粮大户，卢彦东获得政
府支持，他每亩地拿出200元，
但政府直接补贴1000斤小麦或
相当的现金给农民，每亩地赚
1000元钱，“甜头很大”。

在此激励下，2010年卢彦

东又承包了200亩土地。当年粮
食价格小幅下滑，卢彦东又开
始养羊，他的200只鲁西南青山
羊由于饲料都是自供，一只羊
利润比普通养殖户多400元，

“当年卖羊我赚了10万元。”
之后，卢彦东的土地多次

承包转包，除了2012年粮价增
高，国家大幅补贴让一亩地收
益接近700元钱外，2013年和
2014年一亩收益已经降到两三

百元钱。“其他都靠养羊进行转
化。”但卢彦东告诉记者，即使
养羊发展循环农业，2015年日
子也明显感到非常难过。

“种的小麦基本上都给农
户了，玉米价格比去年低三毛
多，只种粮已经亏损。”卢彦东
说，那些单纯种玉米和小麦的
大户才是大多数，他们的日子
更难过，“今年村里又有300亩
地要转包，现在没有人敢包。”

“要不是养了这些羊，我也亏惨了”

在同样的租地种粮模式
下，也并非所有人都在亏损。同
样是曹县的种粮大户，郭玉宝
也是受国家政策影响最先进行
土地流转的。2008年他承包23
亩地，后又扩展到314亩，又在
2014年将承包土地降低为260
亩。“现在都流行小而精，能赚
钱才行。”

郭玉宝种的是黑小麦，他
的黑小麦亩产量是800斤，每斤
黑小麦能卖到3 . 12元，比普通
小麦贵2元。他还注重黑小麦附
加值，将其加工成面条、麦粒、
馒头等，黑小麦面条售价达到9
元每斤，麦粒也有四五块钱，在
粮价下跌的情形下，依然能保

证赚钱。
曾经还有一位种粮户考察

过郭玉宝的黑小麦，租金也是
每年一亩地给农民1000斤小麦
或者折合的现金，但是没种。

“没想到普通粮食价格掉得这
么厉害。”

不少种粮大户正转换思
维。当地一位大户张大同告
诉记者，2 0 1 3年他开始承包
土地，目前有3 0 0亩，今年为
了减少人为开支，在机械收
割后直接打成玉米粒。“湿玉米
每斤卖6毛钱，至少每亩亏损三
百元。”

虽然自己也有放弃承包土
地的想法，但张大同说，现在农

民也不愿意收回土地，因为他
们知道种粮越来越不挣钱。张
大同不想放弃手里的土地，“粮
价这一两年可能比较低，但谁
知三年后价格会如何。”

值得注意的是，今后种粮
的成本有可能还会增加，比如
化肥已经开始征税，对化肥企
业来说，征税就意味着化肥的
价格要增加，最后成本还得落
到种地者身上。

“实在不行养猪吧。”汶上
的种粮大户陈国五告诉记者，
经过思考他已经做好养猪准
备。“粮食不值钱，还不如用玉
米当饲料，能节省养猪的成本，
收益也说不定会增加”。

不想放弃土地，改为养猪或种经济作物

卢彦东靠养羊盈利，远处是他承包的地。 本报记者 刘帅 摄

延伸阅读

在汶上县种粮大户张道立家，玉米堆积起来还不敢卖。 本报记者 朱洪蕾 摄

2015年玉米成本收益调查

产量增加产值减少1

成本增加收益减少2

玉米价格下降原因3
●玉米替代品多，饲料加工企业对玉米需求量少
●新玉米上市，水分大等促使价格下降
●粮食企业库容有一定富余，供大于求

平均亩产849 . 3
斤，比上年增加

30 . 4斤

收购价8 . 5毛

/斤，下降3毛
亩亩
产产

收收
购购
价价

亩均745 . 29元，比

去年增加23 . 09元

其中，人工成本由

1 9 6 . 4 1 元 升 至

217 . 31元，上涨幅

度达10 . 64%

每亩439 . 58
元，较上年的

688 . 47元下

降248 . 89元

总总
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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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总
收收
益益

据德州市物价局2015年玉米成本收益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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