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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寿光光大大棚棚菜菜顶顶住住了了跌跌价价潮潮
物流畅通与规模效应发挥主要作用

本报记者 周锦江 韩杰杰

25 日，记者获悉，在全国
蔬菜价格下跌背景下，潍坊寿
光市商务局对全市的大棚蔬菜
进行了调研，结果是受冲击并
不明显，蔬菜价格除季节性回
落之外一切正常。记者对此进
行采访发现，物流畅通与规模
效应发挥着巨大作用。

地头收购价接近城区超市价

25 日下午 3 点，在寿光市稻

田镇官路村头，60 岁的夏光泉在

一个简易大棚里指挥着工人，正

往一辆轻卡上装西红柿。西红柿
都用黑色的高档抗压框盛装，记

者看到每筐的重量为 3 . 3 公斤，

产地寿光。这一车菜都是面向官

路村菜农收购的高档产品，每天

都会有约 5000 斤的量通过夏光

泉发给卖家，目的地——— 俄罗斯。

记者看到账本上写着，成交价格

为 2 . 2 元每斤，这个价格已经与
潍坊城区超市的零售价格接近。

而 5000 斤的量，在这个主种西红

柿的村落里，仅占十分之一。

稻田镇种植的主要蔬菜品种

就是西红柿，每人 1 . 2 亩耕地，平

均一户就有四五亩的地，且以大

棚居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棚

菜成为“不赔本”的营生？

夏光泉说，他在手机上订了

一个西红柿资讯，这个资讯会告

诉他目前整个山东省一周的交易

行情。记者看到，这条资讯显示威

海为 3 . 4 元每公斤，青岛莱西东

庄头为 3 . 6 元每公斤，济南匡山

价格为 3 . 8 元每公斤，烟台龙口

为 4 元每公斤……这些数据都是
夏光泉平时收购西红柿的参考数
据。如果潍坊的价格太高，说明会

有风险，如果低的话就可以赚钱。

因为寿光物流园以及寿光的

规模种植效应，夏光泉作为最基

层的收购商，平时并不用为蔬菜
销路大伤脑筋。一斤西红柿在他

这个环节也仅加价几分钱而已。

经常接到出口订单的他，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被退单的经历。不少

地区为了配全菜品，纷纷赶往寿
光物流园，而寿光本地菜因为物

流费用低，在价格上优势非常明

显，议价余地也较外地菜要大。

20 年来仅有两年赔本经历

民间信息交流规避盲种问题

每年过春节时，在寿光的拜

年更像是一次品种选择交流会。

“你准备种什么”、“听说谁家种了

好几亩尖椒”、“去年黄瓜价格高，

今年肯定得降”……寿光洛城菜
商刘贵军告诉记者，种了近十年

菜的他，和亲戚好友之间会不断

地交流“种什么”。

在寿光，地方说大也不大，几

家亲戚联络下来，基本上就可以有

个大体的判断，在哪个区域种什么

品种的菜比较多。再者，寿光本地

长年种植大棚，已经形成了比较固

定的种植区域，比如稻田就是西红

柿的最大产区。菜商们，如果想要

西红柿，就直接去稻田采购。

菜商夏光泉告诉记者，在周围

的村子里，他和所有的种植户都认

识，大家乡里乡亲之间会有信息互

通和帮扶。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主要负责人

董俊涛说，以后可以通过蔬菜指数
通过统计学分析来指导菜农种菜，

但是从目前来看，指数的“根基”

还比较薄。董俊涛把蔬菜指数和股

票进行了类比，一支股票的未来走
势需要看它的成长经历。而现在蔬
菜指数仅是以 2010年 6月份的数据

为基期，无法进行纵向对比。再过

上五年，可以预见，这个指数将在

多个领域发挥巨大的作用。不过从

目前现实情况来看，仅在寿光进行

品种计划种植已有难度，全国范围

内更是难上加难。作为政府部门只

能将调研的数据真实的反应，种什
么、种多少更多的还是一种民间议

定行为。

从 4月 20日菜博会时该指数发

布，每天的蔬菜价格指数已经可以

看出，蔬菜价格受季节因素影响在

逐步回落。一些白菜、甘蓝等叶菜
类的监测显示，交易价格表现低

迷。专家分析其原因，无外乎气温

回温加上种植面积扩张两大原因。

63 岁的夏华周从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种菜，种大棚也有 20 年

了。夏华周不识字，现在因为年

纪比较大了，仅种着一个约半亩

的大棚。

在夏华周的脑中，只按农历

过日子。春节过后大约六天时
间，他以 7 . 2 元每株的价格购买

了 1400 棵“奇大力”西红柿苗

子。

再过一周时间，夏华周种的

西红柿就可以上市，如果卖得

好，这半亩西红柿可以产超过
10000 斤。这之前，有化肥、种苗、棚

膜，会投入一万两千元左右。也就

是说，等到五一上市时，要卖到 1 .2

元一斤以上他就可以赚钱。不过种

了 20 年大棚菜的夏华周印象中也
有两次赔钱的经历，最近的一次是
闹“非典”那年。

夏华周说，因为不识字，始终

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看电

视、看资料都不行。即便如此，只要
跟着别人做，赔钱的时候也少。更

不会出现像大田菜烂在地头的情
况。

60 岁的夏光军因为腰椎问题

现在已经很少下地干活，但他的爱

人每天干点，每年也有 8000 元左

右的收入。夏光军的爱人说，现在

村里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人家都是
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大棚，该换气的

时候换气，该提温的时候提温。而

小棚在温度控制上效果就不太理

想，因此很可能会错过一些菜价比

较高的有利销售时机。村里的年轻
人种三个大棚，一年赚十万元也不
是稀奇事。

记者在采访大量菜农发现，除

了天灾人祸之外，因为市场原因导

致购本的经历并不多见。有一位

当地官员将其归结为一种建立在

知名度和大物流之上的“寿光模

式”。

五年内，

潍坊超市对接产品占七成

潍坊在 2011年的 3月份专门下

发《关于推进农产品农超对接工作

的意见》，力争五年期间连锁超市
“农超对接”农产品经营比重超过
70%。农超对接，是一个既能让利消

费者又能解决菜农销售后顾之忧的

模式。虽然“农超对接”模式被潍坊

越来越多的超市认可，但是目前开

展的农超对接多是季节性、临时性、

区域内的对接。

潍坊将通过扩大“农超对接”规

模，构建以连锁超市为龙头、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

基础，覆盖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

销售全过程的新型农产品流通网

络。

按意见，“农超对接”参与范围

还将进一步扩大，鼓励学校、工厂食
堂、餐饮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多元化产销

衔接关系，努力降低流通成本。

■相关链接

【追踪报道】

东营一家酒店抛出橄榄枝

愿意每周采购 1000 斤

本报 4 月 25 日讯 (记者 秦国

玲)本报 A07 版报道《潍坊菜农：棚里

白菜免费拉》、C03 版报道《都是囤菜
惹的祸》后，25 日下午，东营蓝海酒店

集团采购部工作人员拨通本报热线

电话表示，愿意帮助菜农，解决一部
分白菜的销路问题。

东营蓝海酒店集团采购部高辉

告诉记者，从齐鲁晚报看到报道后，

自己就向集团总部进行汇报，帮助菜
农解决问题。高辉说，酒店自己用，用

量不大，计划是每周过去拉一趟，采
购一千斤，一个月过去四趟。

记者随后联系到昌乐城南街办

南郝村徐先生，他告诉记者，酒店工

作人员已经联系了自己，初步达成共

识，但种植户还是想能有大客户或者

几个商家一起联合将村里种植的大

白菜解决掉，毕竟马上就要种植别的

蔬菜了。

寿光大棚菜，地头收购价接近城区超市价。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