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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调查

德州1/3棉田减产甚至绝收
预计棉价将进一步上涨，棉纺企业面临更大压力
文/本报见习记者 徐乐静 李继远

27日上午，记者来到夏津县

新盛店镇大李庄村，在村头记者看

到一块四五亩大小的棉田里全是

积水。“这块田属于三四户人家，按

现在的情况来看全部都绝产了。”

村民李美查告诉记者，由于这几亩

棉田靠近水塘，地势相对低洼，几

次大雨过后，雨水一直不能排出，

所以全部都绝产了。

李美查家今年种了20亩棉

花，其中7亩都将绝产，剩下的13

亩也一定程度受灾。“已经绝收了，

也不用再排水了，就这样放着吧。”

李美查告诉记者，家里的全部收入

都指望着这几亩棉田。“今年的灾

情真是多年不遇啊！六七月份的时

候棉花还长得不错，谁知……”

夏津县农业局魏副局长告诉

记者，夏津县棉花的受灾面积已经

超过了种植面积的一半。“夏津今

年种了53 . 8万亩棉花，比去年稍

有减少。大雨过后，棉花的受灾面

积预计为28万亩，其中8 . 1万亩全

部绝产。”记者了解到，新盛店的拐

尔庄、刘辛庄、老金庄，都已经绝

产。

记者从市农业局了解到，连续

的阴雨天气已经造成德州50多万

亩棉花受灾，占种植面积三分之

一，其中，还有近10万亩棉田受灾

较重。这种情况下，今年全市棉花

产量预计会减少20%。

种棉花不上算，不少棉农改种粮

全市棉田较上年少三成

本报8月30日讯(见习记

者 徐乐静 李继元 通讯

员 马俊凯) 种棉花的收入

赶不上种粮食，德州市棉农种

棉积极性逐年降低。记者了解

到，德州市今年植棉面积仅有

156万亩，比上年减少了32%。

去年9月新棉上市后，籽

棉的收购价格一路上涨，从9

月初的3元/斤到今年6月份

的4 . 2元/斤，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如此高的棉价也未能

激发农民植棉的积极性。

“种棉花耗时、耗工，效益
还远不如种粮食好。”棉农沈

详福道出了大多棉农的心声。

他告诉记者，现在种棉花越来

越不划算了。“种粮有良种补
贴、种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
贴，而种棉只有每亩15元的良

种补贴。”据记者了解，粮食有

最低收购价政策，种粮农民心

里踏实，而种棉花却没有。

30日，记者从市棉花协会

了解到，由于受涝灾的影响，

今年的籽棉收购价预计在约4

元/斤，平均单产将在450斤左

右。“如果按4元/斤进行收购，

亩产值约为1800元，扣除植棉

的直接成本383元/亩，加上15

元的良种补贴，每亩收入将为

1432元。”协会副秘书长马俊

凯告诉记者，就算按照这种价

格收购，种棉也比种粮每亩少
127元。只有当收购价为4 . 30

元/斤，亩收入1567元时，才能

与种粮的效益相当。

另外，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农村近80%的青壮年劳力

选择外出打工，月收入一两

千元，收入远比种棉多。“留

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小孩，干

不动活了。”沈先生说，种棉

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强度大、

用工又多，实在太辛苦了，而

种粮则刚好相反。

本地棉花质量赶不上外地棉

德州纺企采购舍近求远

本报8月30日讯(见习记

者 徐乐静 李继远 通讯

员 马俊凯) “本地棉相对

于新疆棉来说，质量比较

差。”30日，记者从德州市纺

织行办了解到，目前棉纺企
业最担忧的不是棉花的价

格，而是棉花的质量问题。据

记者了解，目前，德州大部分

纺织企业多选择收购外地棉

和进口棉。

据供销社马科长介绍，

德州市是全国重点产棉区之

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德州

的棉花生产达到了鼎盛时

期，“棉花产值占全市农业总

产值的40%左右，棉花收入占

农民总收入的60%。”

但是，自棉花市场放开

后，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

棉花经纪人(俗称棉贩子)，他

们走村串户，收购了农民手中

的棉花，然后到棉花加工厂出

售，从中赚取差价。

“有些棉贩子为了赚钱，

故意把差棉花掺到好棉花当

中，以次充好。”银龙棉业集

团郑经理告诉记者，农民越

来越不再注重对棉花细分，

而把好的差的棉花都掺混在

一起。异性纤维混入籽棉，经

多道工序加工打碎后，很难

再清除。异性纤维会造成纺

织品着色不均匀等问题，特

别对高档纱布质量影响很

大。据记者了解，除了异性纤

维之外，混等混级也是纺织

企业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

纺织行办陈主任表示，

纺织企业更愿用美国棉花和

新疆棉花。美国采取大规模

农场式种植，机械采摘，棉花

等级清晰，无异性纤维。新疆

棉是规模种植，每户上百亩，

容易管理，一致性比本地棉

好，异性纤维较少。

郑经理还表示，今年受
灾过后，本地棉的质量更无

法满足棉花加工企业的要
求。“我们打算调整计划，本

地棉不好收的话，我们就去

收购新疆棉。”

涝灾使全市棉花减产两成

2009年国内的棉花价格可谓

是一路高歌，籽棉收购价从最初的

3元/斤，一直上涨到了今年6月份

的4 . 2元/斤，创下了历史新高，随

后又下降。

“棉花的价格应该会上涨，至

少应该在4元以上。”棉农李美查
告诉记者，如果棉花价格不上涨，

那么他今年就严重亏损了。他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一亩棉田的成本=

种子+地膜+农药+灌溉+人工费+

包地费，还有雇人拾棉的费用等。

粗略计算一下，一亩棉田的成本要
500元左右。

记者了解到，受今年植棉面积

减少、部分地区受灾严重，以及近

期粮食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

目前农民对籽棉的预期心理价位

较高，普遍预期是在4元/斤以上，

有的甚至预测5元/斤左右。

马副秘书长告诉记者，预计今

年新棉上市会有一个观望、相持

期，具体上市时间也将比往年推迟

半月以上，到9月底或10月初开始
上市。

“具体开秤价格还要看9月

初皮棉现货价格如何。”他表示，

籽棉的收购价应在3 . 90元/斤到

4 . 10元/斤之间，若低于3 . 7元，

农民种棉虽不会亏损，那么明年

植棉面积还将会下降。“如果真那

样的话，对国内棉花企业和纺织

企业都不利。”

预计籽棉收购价四元左右

“我粗略估计，籽棉价格不会

低于4元/斤。”30日，记者采访了

银龙棉业集团的郑经理，他告诉记

者，受全市植棉面积减少、受灾较

严重，和粮食的价格上涨多个因素

的影响，今年棉花在收购上会比较

困难，而且价格也不会太低。但是，

郑经理也表示，现在棉花市场国际

化程度较高，棉花的价格也不会出

现暴涨现象。

据记者了解，国际方面，印度、

美国等植棉大国的棉花种植面积

与产量和往年相比都相对持平。国

内方面，今年全国植棉总面积是
7710万亩，也略有增长。

“现在棉花看的是国际市场，

而不是本地市场，所以就算德州棉

花受灾减产也不会太影响棉纺企

业。”市纺织行办陈主任告诉记者，

对于纺织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棉

花价格保持稳定，否则难以在国际

市场上取得优势。郑经理的看法与

陈主任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今

年籽棉价格预计是4元/斤左右，

而皮棉的价格则在17000元/吨左

右。“棉花价格波动不要太大，这样

对棉纺企业的影响就会比较小。”

棉纺企业希望棉价能稳定

还有一个多月新棉就要上

市了，受8月份上中旬连续阴雨

天气的影响，德州全市50多万

亩棉田受灾，占种植面积三分

之一。这将对德州市的棉花市

场及纺织来带来怎样的影响？

记者走访了棉农和相关部门。

格相关新闻

夏津县棉农姜女士无奈地看着手中已经霉变的籽棉。 本报见习记者 马志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