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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蒜价价短短暂暂冲冲顶顶后后迅迅速速回回到到原原形形
本报记者赴金乡调查“蒜你狠”有多狠，有人一单就亏几十万

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大
蒜再次引爆了有世界大蒜华
尔街之称的金乡。但一阵喧
嚣过后，还是回归目前的平
静。

2月底，原本平稳的大蒜
价格扶摇直上，短短十几天
的时间每市斤蒜价竟然创下
了近20年来的最顶峰——— 6 . 5
元。但当经销商都等待更大
惊喜到来时，他们迎来的却
是急转直下的局面，目前大
蒜价格又回到了4 . 5元左右。

蒜价暴涨，

蒜农盼有好收成

天气渐暖，田地里的大蒜苗
已接近40厘米高，再过一个多
月，这些鲜蒜就要上市了。在紧
邻金乡县城的高河街道大王楼
村，1000多亩农田一派深绿色。
这个800多口人的村庄是金乡县
最早种植大蒜的村庄之一，目前
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蒜。

蒜农王国强和妻子正在蒜
地里仔细打理着蒜苗，十亩的蒜
地，两个人需要四五天时间才能

“照看”一遍。“都说今年大蒜行
情不错，等鲜蒜下来看看吧。如
果能卖到3元/斤，就很好了。”王
国强淡定地抬头说着，多年来他
见证了大蒜价格的起起伏伏。
2015年冬天的一场大雪曾让全
家人很是担心，如今蒜苗长势和
去年差不多，“会有一些减产，但
差距应该不大。”

去年干蒜收购价格是2 . 5
元/斤，其实蒜农们并没挣多少
钱。王国强算了一笔账，不算蒜
种和自己家人工，一亩地成本为
2000元—3000元，如果是购买蒜
种，再加上雇人播种和剜蒜，以
及浇水、施肥，一亩地成本能要
达到4000元左右。按每亩地产干
蒜量2000斤，即每斤成本为2元/
斤。“这样每斤我们才挣5毛钱。”
王国强坦言，“要是每斤低于2
元，一年不是要白忙活？”

保险起见，不少蒜农选择和
大蒜收购商合作，将地包了出
去，即收购商与蒜农预先商定好
价格后后签订合同，之后价格如
何都与蒜农无关。据初步统计，
目前金乡已经大约有10%的蒜
农将地包给收购商。

王国强的邻居王大娘家去
年种植了8亩大蒜，因为家里劳
力少，她以每亩2000元的价格包
给收购商。“人家高的都包5000-
6000元，我这价格低，收购商来
收蒜时还嫌弃个头小。”或许是
价格低伤了心，今年王大娘没有
再包地，只种了一亩多大蒜，剩
余田地全部种上了小麦。

在大王楼村，将地包给收购
商的少之又少。“主要是行情不
好说，万一包的价格低，鲜蒜下
来价格高，还不如自己卖呢。”近
期大蒜价格暴涨，王国强也略有
所知，“价格涨了总比降了好，今
年的新蒜就快出土、上市了，收
购价格高了，我们也能多收入
些。”

蒜价疯狂，

打个电话能涨三毛

18日下午，大蒜经纪人老薛

正忙着带人在一栋冷库装货。一
位广东客户委托他购买了20吨
大蒜，送往湖北售卖，收购价为
4 . 5元/斤。“2月底时，普通大蒜
价格每斤四块五，不知咋的，从
那后大蒜就坐上了火箭。”

老薛记忆深刻，3月13日，即
使是品相最差、个头最小的大蒜
每斤也能卖到6 . 3元，普通大蒜
更是达到了6 . 5元/斤。不过这种
情况只维持了两三天，此后便一
路直下，现在又掉回到了四块五
一斤。

今年蒜价涨势之快，让在大
蒜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老薛也
很是吃惊。他清晰记得，3月10日
下午，他为一外地收购商购蒜，
问过价格后，打两个电话联系车
辆发货的功夫后再回来，“也就
最多15分钟，蒜价每斤又涨了3
毛钱。”

在中国大蒜产业信息联盟
秘书长、金乡县大蒜产业信息协
会常务会长杨桂华的办公室，一
张贴了近半面墙的曲线图记录
着近10年来大蒜的行情。“2010
年金乡大蒜迎来了一次价格高
峰，但也只是每斤6 . 4元。今年能
够出现这个价格确实出乎了所
有人预料。”杨桂华手指今年3月
中旬的曲线图位置，一个“小山
头”与过去几年曲线相比可谓个
头最高。

杨桂华介绍说，蒜农卖出得
多是干蒜，鲜蒜剜出来，在自家
场地晾晒近俩月，收购商收完干
蒜，再存放到冷库里。在金乡共
有大大小小3674栋冷库，每栋储
存量为800吨，除了存放金乡县
本地大蒜，还辐射周边多个产
区。4月中下旬，经过半年多市场
消化，陈蒜库存量已不多。可以
说，目前正处于陈蒜和鲜蒜青黄
不接时段。

在金乡县南店子街，大大小
小的冷库多达上百家，但记者走
了一圈下来，却并没有看到任何
忙碌的景象。“3月底时，冷库就
已经被清空了。”一冷库老板王
先生告诉记者，去年大蒜收获
后，他库存量为900吨，全部是一
位长年合作收购商的。“冷库就
负责冷藏存放，收取300元左右/
吨存放费用。”另一位冷库主介
绍，他家冷库存放了一位东北收
购商800吨大蒜，收购时价格为
2 . 3元/斤，价格涨到3 . 5元/斤时
没卖，后来下跌至3 . 25元/斤全
部卖出，这样这位收购商赚了75
万元。

采访中，多位大蒜经纪人坦
承，收购商收购大蒜如同炒股，
有赚也有赔。在3月份大蒜价格
上涨到顶峰时，一位收购商购买
了34万元的大蒜，没想到价格突
然下降，到现在他已经赔了24万
元。对于大蒜价格涨跌，大蒜经
纪人老侯有自己的看法，“觉得

今年行情好，收购商就大量买
入，等价格达到心理预期，收购
商们都想卖出，价格自然就下降
了。”

渠道混杂，

行情信息有真有假

金乡是全国大蒜的主产区
之一，金乡及周边几个县市的
大蒜占到了全国大蒜主产区产
量的一半以上，库存量更占到
了全国大蒜的六七成之多。“说
金乡决定着的大蒜的全国乃至
世界行情一点也不为过。”杨桂
华说。

“短短20多天，大蒜价格落
差达到4000元/吨，过山车式的
行情，对整个行业都无益处。”杨
桂华介绍，和普通农产品不同，
大蒜价格波动较快，主要原因是
产地集中、储存集中以及销售集
中。这使得行情信息传播极快。

金乡县缗城路上的南店子
大蒜市场，每天都聚集着数百名
大蒜经纪人。在业内这里有“大
蒜华尔街”之称，全国甚至全世
界的大蒜价格都由这里主导。收
购商、销售商以及大蒜经纪人在
街头集聚，散播着各种大蒜信
息，人员混杂，散播的信息也有
真有假。

为让行业健康发展，金乡县
建立发布大蒜价格指数制度，每
天发布各种品相大蒜价格。市场
上对大蒜的需求平均在6000到
7000吨/天，如果出库量多了，价
格就会有所下降，出库量少，价
格自然上升。“不过，目前整个大
蒜库存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这
让行情有了操作空间。”

对于大蒜整体行情存在人
为操控的可能，杨桂华进行了否
定。他向记者讲了一个传遍金乡
街头巷尾的故事，2012年，金乡
来了一个人称“朱老三”的大户，
他带着好几个亿的资金大肆购
买，企图将蒜价抬到高点大赚一
笔。之后，虽然蒜价短期内快速
拉高，但很快又掉了下来，“朱老
三”以赔了一个多亿收场。

2010年、2012年、2016年是
大蒜价格的高峰，2008年底，大
蒜价格一度跌至只有8分钱/斤，
这都是不健康的。“我们一直在
致力于建立大蒜信息发布平台，
随着信息传播越来越透明，大蒜
价格也会越来越稳定。”对此，杨
桂华有信心。在大部分蒜商看
来，市场供需是决定大蒜价格的
最根本因素，多个例子证明，“大
蒜产量多了，再有钱也难以炒起
来”。

在市场的大潮下，如何建立
一套规范、科学的信息渠道和行
情发布机制，让更多人理性与现
实对话，才是所有人都期待的。

本报记者 姬生辉 贾凌煜

不知从何时开始，大蒜、生姜
等调味类农作物，俨然成了资本
市场上的主角，它们更是被赋予
了“蒜你狠”、“姜你军”等极具噱
头的名字。高开低走，一飞冲
天……它们的丝毫变动，牵动着
越来越多人的切身利益，并让人
们因此欢呼雀跃，抑或泪流满面。

而即使蒜价暴涨，真正能落
到农民口袋里的钱也只是少数。
就像本文中说的，蒜价再涨，赚得
盆满钵满的只是经销商。蒜贵了，
市民受害农民也没有受益。而且
忽高忽低的蒜价还容易让农民一
年的劳动白费。说白了，这样的蒜
价，早已超出了市场经济的正常
范畴。

凡事都要透过表象看本质。
作为世界大蒜最大主产地的金
乡，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整个
行业的现状。信息渠道鱼龙混杂，
为少部分人提供了哄抬价格、坐

收渔利的温床，他们投上大把资
金后，甚至就可将行情走势短暂
握在手中。

因此，农业部门不能再坐视
这种过山车式的蒜价不理了。首
先应该做的，便是缩小大蒜价格
的炒作空间。农业部门应该公布
权威信息，让大蒜的供应量、库存
量一目了然。这样，那些散布假消
息，鼓吹诸如“大蒜减产”口号的
人就会无计可施。

而对于大蒜供应链的首尾两
端，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路途也应
该更为通畅。中间环节越多，物价
越贵是个真理。若能有更为流畅
的配送体系，将农民的大蒜直接
送到市民手中，实现直采直供、农
城对接。如此，蒜贵农民受益、蒜
贱市民受益的情况才会出现。此
时，大多数人便也能以更平和的
心态，面对波动的蒜价了。

本报记者 姬生辉

蒜贵伤民不惠农，农业部门要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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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农在田间劳作。
本报记者 姬生辉 摄

2016年金乡大蒜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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