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探访“鲁南粮仓”，不少收购点老板感慨———

今年小麦的确比往年难收

种粮大户>>

粮价虽高了 成本也涨了
种粮大户吕海龙通过土

地流转的方式，一共承包了
二百三十多亩地，今年打了
17 万市斤，约合 85 吨粮食，
平均每亩地收成在 750 市斤
-800 市斤之间。亩产和去年
差不多。

对于今年的行情，吕海
龙的态度是“收购价高了，成
本也高了”。

他算了一笔账：去年收
割机收割费用 25 元一亩，今
年 50 元一亩；去年女工一天
20 元，男工一天 30 元，今年
女工要 30 元，男工少了 50
元就“不跟你玩”，还要包吃
包住。另外使用配方肥每亩
需要两百四五十元，合起来
成本达到五百多元一亩。

为啥今年的成本那么
高？吕海龙说，一个是天气原
因，由于天冷小麦收获推迟，
山地小麦、平原小麦都挤到

了一起收割，加上收割前那
几天天气又不好，大家都抢
收小麦，机器忙不过来，自然
水涨船高。另外，人工成本和
生产资料成本的增加也是一
个原因。

算来算去，吕海龙觉得，
虽然收购价高了，但是成本
也高了，挣得跟去年差不多。

如今吕海龙把粮食免费
存放在一个面粉厂里，他可以
选择卖给面粉厂，价格按照吕
海龙想卖的那一天的价格计
算；也可以选择卖给别人，面
粉厂不收他的存放费用。

吕海龙觉得卖粮食有两
层含义：第一，粮食总归是要
卖的；第二，随着种粮成本的
增加，他希望可以卖个更好
的价钱，这也很正常。

至于未来的价格走势，
吕海龙说自己也说不准。“反
正看着合适就卖”。

记者观察>>

散户种粮少

价合适才卖

记者走访了庙山镇两
个小麦收购点，老板纷纷
称，今年确实比往年难收。
一位主要针对“散户”的老
板说，可能是和产量有关，
今年天气不好，收获时节又
遇到大风，部分小麦倒伏，
农民总要留着点口粮；另外
种地收入在很多农村家庭
收入中的比重已经越来越
低，如果价格较低，卖粮也
不是很积极。

这种心理不仅存在于
庙山镇。一位兰山区半程镇
范家村的范女士告诉记者，
她家中一共只有两三亩地，
打的粮食家里留点吃的，
“值不当得卖”。他们也会通
过“粮食换饭”的方式解决
吃饭：“比如自己不想烙煎
饼，可以拿小麦去换煎饼。”
另外家里一个人打工一年
能收入万余元，虽然也不
多，但是总比卖粮食多。

经纪人孙恒武说，比如
急着钱用的农户，觉得价格
合适就卖了；不急着钱用
的，可能会卖一部分，留一
部分。而且“早晚是要卖的，
新粮下来，陈粮留着没意思
了”。
文/片 本报记者 田慧

庙山镇大埠一村的经
纪人孙恒武是一位收粮大
户，去年他一共收了七八百
万斤的粮食，今年已收了约
四五百万斤的粮食。
“总体来说，今年就我

收购的这片区域，收购还算
平稳，价格也没有什么暴
涨，至少我没看见有人在地
头抢购粮食。”孙恒武说。

孙恒武对价格变化很
清楚。“去年刚下来在地头

上收大约是八毛三四一斤，
最高收到一元一斤。今年 6
月 15 日在地头上收是九毛
四一斤，7 月 10 日左右，最
高到了 1 . 003 元/斤，不过
这个价格只维持了四五天
就掉了下来，7 月 15 日回
落到 0 . 995 元/斤。”

孙恒武不认为今年的价
格很离谱。“因为就这几年收
粮食来说，每年都涨个四五
分钱/斤是很正常的。”

孙恒武觉得，真正对粮
价有控制力的还是国家的
粮食收购。
“这几年来我觉得，小

麦价格基本上是最稳定的
粮食价格。它既不是大蒜，
也不是绿豆。尤其有了最低
收购价后，我没遇过什么暴
涨暴跌。我觉得，小麦价格
到了这个份上，也就差不多
了，再涨很难了。”孙恒武如
此认为。

从 6 月 15 日小麦开始收割到 7 月 15 日这一个月的时
间，郯城县庙山镇小麦经纪人孙恒武的收购价一直在变。

7 月 15 日，收购价是 0 . 995 元/斤，这比 7 月 14 日的 1 元/
斤便宜了 5 厘钱，比 6 月 15 日 0 . 94 元/斤的收购价贵了 5 分
5 厘，比临沂普通白麦托市收购价贵了 9 分 5 厘。

小麦价格走高，村民是否“惜售”，目前的收购情况又如
何呢？记者来到了有“鲁南粮仓”之称的郯城县，在该县庙山
镇了解了目前的夏粮收购情况。

小麦经纪人>>

每年都涨价 抢购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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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沂蒙·调查

▲一 个粮食收购点正在收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