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大姜价格仍在低位徘徊
莒县峤山镇探索深加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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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低：

每斤收购价4到6毛钱

12日上午9点，记者来到莒县峤山镇，
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镇，大姜是该镇
的支柱产业。

在峤山镇驻地，收购大姜的牌子随处
可见。来自沂南县的商贩李恩俭正在整理
着去年收购的大姜。李恩俭与大姜打交道
已经20多年了，“今年和去年差不多价格，
最好的鲜姜一斤6毛钱左右，而去年窖藏
的大姜最好的也就四五毛钱一斤，差一点
的也就两三毛钱一斤。”李恩俭说。

李恩俭向记者介绍，从2010年之后大
姜的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这两年最好
的价格就是五六毛钱，很难突破这个价
格。”李恩俭说，“像这样的稍微有点毛病
的只要一毛多钱一斤。”李恩俭拿着刚收
的大姜说，而外人眼里根本看不出这些姜
差在什么地方。

李恩俭家里也种了50多亩姜，“每亩
地的最低成本在3500元左右。”他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每亩姜平均产量在6000斤
左右，按最高每斤6毛钱收购也就刚赚回
本来，这其中还要保证不会有任何病虫
害，全是最好的姜才行。”李恩俭说。

李恩俭去年以每斤5毛钱收购了300

吨。这一年来，存在别人的姜窖里每斤要1

毛钱，每斤的运输费在5分钱左右，进窖、
出窖每斤的人工在6分钱左右，而每斤还

要出去百分之二十的折耗，“每斤8毛钱左
右能保本。”李恩俭说。而8毛钱对于如今
的市场价格来说无异天方夜谭，“今年就
赔了30万左右。”

与李恩俭类似遭遇的商贩们比比皆
是，“常年干这个工作，为了维护客户不可
能价低就不收了，而且万一来年贵了怎么
办，现在就和赌博似的，希望能赌到价高
的一年。”一收购商贩说。

原因：

种植面积仍不少

由于种植面积的增加，再加上经济形
势的不景气，大姜价格在去年开始突然下
跌，“去年几乎是一天一个价，最便宜的时
候到了每斤3毛钱左右。”李恩俭说。而随
着近两年价格的持续走低，姜农们又开始
进入了放弃种姜的轮回，“现在比前两年
少了三分之一左右。”李先生说。

李先生的说法记者在峤山镇党委获
得了证实，在工作人员提供的峤山大姜分
析资料上记者看到，造成价格偏低的原因

主要是市场需求饱和，由于受前年大姜价
格上涨的影响，大姜种植面积增加，再加
上大姜种植技术的进步，产量大幅增加，
全省种植面积已经突破100万亩，产量超
出消费水平。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深加工，附
加值低。一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在二百
多家大姜加工企业中，只有一两家可以进
行深加工，其余的还是以粗放型加工为
主，“大多数都是把姜洗干净，装上保鲜袋
就拉走了。”该工作人员说。据了解，粗放
式加工就挣个加工费，市场价格不稳定
时，有时候收来鲜姜，洗干净准备再卖的
时候价格就已经下降，“不但给人免费加
工了，而且连本都挣不回来。”该工作人员
说，“粗加工受市场限制非常厉害。”

而随着近两年价格持续走低，大姜种
植面积已经有所下降，峤山镇在2010年左
右种植面积曾经达到1万3千亩，而今年就
在9000到1万亩之间，但减少的数量与之前
价格高增加的数量相比还要少很多，而且
现在每亩的产量要比之前高，所以价格也
一直没有上去。

走在莒县峤山镇的大街上，空气
中弥漫着一股鲜姜的味道，进入十月
中旬也迎来了大姜收获的季节。伴着
鲜姜的味道，里边也掺杂了姜农们无
奈的气息。四五毛钱一斤的收购价格
面临着赔本的难题。

记者从莒县峤山镇党委了解到，峤山
镇常年种植大姜一万五千亩左右，年产大
姜6万吨，素有日照大姜第一镇之称。截止
到2012年上半年，先后有286家大姜加工企
业在峤山落户，其中境外独资企业3家，有
自经营进出口权的企业20处，外销日本、
美国、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

在峤山镇的价格分析表上记者看到，
自2011年4月至5月份大姜价格从平均4元
一斤左右迅速下降，目前最高价格在每斤
8毛钱左右。“之前我们就已经意识到粗放
型发展在市场不占优势，已经开始向精细
化发展。”一工作人员说。

记者了解到，2012年党委政府组织企
业、村支书、种植户等到安丘学习，并引进
技术建成全市第一处大棚大姜种植基地，

“大棚种植已经开始试点，现在有二百亩
左右的种植面积。”该工作人员说，大棚种
植可以提前种，提前收，抢占市场空白点，
而且产量要比露天种植高30%左右，熏过
之后的土地，不但不用再打药，而且还不
招病虫害。为鼓励姜农使用大棚种植，凡
是种植的姜农每亩地给予2000元的补偿，

“明年我们就会大面积铺开种植。”
由于价格持续低迷，也影响到了企业

加工，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些小的加工
厂已经停产，虽然有些大企业产量仍然不
低，但粗加工模式利润很少。

除了对农户的耕种以外，他们也已经
引导企业进行深加工。日照市一生产寿司
姜的企业已经尝到了深加工的甜头。寿司
姜是根据日韩以及欧美人的口味经过加
工腌制而成，“寿司姜的利润是粗加工利
润的十倍左右。”该企业总经理孟凡朋说，
他们现在每年出口大姜8000吨左右，其中
深加工3000吨左右。

对策：

精细化种植，发展深加工

12日上午9点，在莒县峤山镇，姜农正在出售自己刚收获的大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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