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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价“过山车”

成顽疾？
本报记者 李兆辉 王世腾

一连四天，本报联合泰城的爱心企业下乡收菜。虽然爱心企业
和市民认购了五十吨爱心菜，但与肥城市桃园镇几万亩白菜种植规
模相比，还是杯水车薪。许多菜农盼望实现农超对接，让“过山车”式
的菜价走上坦途。

盲目跟风种植

菜农自吞苦果

10 日中午，在肥城市桃园
镇伏庄批发市场，菜农丁西华
以每斤 8 分钱的价格卖出了
1 7 7 0 斤白菜，总共才收到 1 4 0

元，而去年 1770 斤却能卖 708

元。“去年一斤都四毛钱，一看
这么贵，今年家里的 10 亩地都
种了白菜，本来想赚钱，结果连
本都收不回来。”丁西华说。

“去年这个时候，每天都有
30 多辆货车在我这里收白菜，
每辆车的吨位都超过 10 吨，而
且每斤能达到 3 毛以上，这里
的菜农都狠狠地赚了一笔。”肥
城市王庄镇一家蔬菜收购站负
责人王超说。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今年
秋季种菜时，菜农们只能参照
去年的价格，跟风种植。鉴于去
年的高价和抢购，今年王庄镇
和桃园镇几乎家家户户都不同
程度地扩大了白菜的种植规
模。桃园镇一家收购站的负责

人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整个
桃园镇的白菜种植面积起码扩
大了五分之一。

忙了三个月，在白菜收获的
季节，菜农却发现今年白菜的价
格急转直下。“没办法，只要给
钱，我就卖。”王庄镇菜农王利法
无奈地说。因为种植面积扩大，
市场供应量远远超过需求量，白
菜价格由去年的 0 . 3 元/斤降到
今年的 0 . 08 元/斤，下降幅度达
73%。最后，菜农只能被动接受跟
风种植的苦果。

标准高成本大

农超对接困难多

菜贱伤农在今年又一次上
演，不少人想到了农企对接，但
是在实际操作中，因为标准高、
成本高，农企对接困难重重。

“说实话，直接与菜农合
作，对我们降低成本很关键。”
曾经试图与菜农建立一对一采
购关系的东方假日酒店营销总
监赵刚说。除价格优势，直接采
购也能让企业直接掌握蔬菜的

品种、新鲜度和数量等，从而有
目的地制定采购计划。农企对
接的另一方，菜农也希望能得
到企业的订单，因为有了订单，
菜农就不再为寻找买主犯愁
了。“省心，还能保证不像今年
一样赔钱。说实话，我们很愿意
把菜交给企业。”王庄镇菜农张
小强说。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却有许多的困难。“来收白菜的
企业，对菜要求太高，一棵菜本
来是 1 0 斤重，按照他们的要
求，要去皮一半。这样一来，一
棵白菜只能卖半棵的钱。”张小
强接着说。

“要链接企业和菜农，应引
入第三方介入，否则我们很难
接受极不稳定的菜价。”泰安银
座超市采购部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超市采购的蔬菜 6 0 % 来
自南关蔬菜批发市场，2 0% 来
自供货商，剩下的来自良庄、范
镇、房村等蔬菜基地。但是去蔬
菜基地采购时，超市也是直接
与基地的合作社对接，不会向
菜农直接采购。“我们也是希望

直接向菜农采购，因为这样可
以减少很多中间环节，降低成
本，价格上有很大优势，定价也
好定。但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菜农无法给超市出具正规的税
务发票。”该负责人说，因为税
务部门对企业的进货渠道管控
很严格，如果超市向菜农直接
采购，还需要另外支出一些费
用来购买发票，再加上采购时
的运费等问题，一趟算下来成
本增加了不少，这让身处市场
竞争中的企业很为难。

商家压低收购价

菜农只能认倒霉

企业需要多少蔬菜，菜农
不得而知，而菜农种多少蔬菜，
企业也难以统计。“信息不对
称，让企业和菜农都很难受。”
肥城桃园镇农业办主任李庆波
说。肥城农业部门意识到了这
个问题，曾经也为企业和菜农
做过“媒人”，但暴露出来的问
题让农业部门遇到了尴尬。

“菜价不稳定，企业想随时

根据成本变动定价，这样一来
菜农又有意见了。”李庆波说。
针对白菜等价格不稳定的农产
品，农业部门充当起企业和菜
农的“搭桥者”，为菜农寻找企
业，把他们的订单交到菜农手
中，并帮助菜农制定第二年的
种菜计划。与此同时，农业部门
也为企业估计蔬菜规模，便于
企业核算成本。

可是到了蔬菜收购季节，
为赚取最大的利润，在农业部
门主导同企业协商好蔬菜最低
收购价格后，企业常常以各种
方式向农户压价，这让政府这
个‘搭桥者’很为难。

目前农业部门只能对菜农
提供蔬菜种植技术的指导，还
有做好蔬菜基地的建设和认证
工作。“现在桃园镇每个村都有
一名农业技术员，在秋季换菜
的季节，我们也召集种植会给
菜农选种提供指导。”李庆波
说，去年肥城种的白菜都是京
益 3 号，为达到差异化竞争，今
年他们特意从济南农科所引进
了红芯白菜。

10 日下午，泰安银座超市工作人员正在卸爱心白菜。 记者 李兆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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