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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热销今难卖，大蒜又走低谷
业内人士指出，种植面积扩大、种植方式粗放是主要原因
本报记者 姚楠 通讯员 于得水

往年每到春季，恒温库内储存的大蒜开始进入旺销期。
对于拥有300多门恒温库和长达5公里的大蒜专业批发市场的
成武县大田集镇来说，今年镇上则显得有些冷清。去年入库
时每公斤8 . 2元的库存大蒜，如今出库价格每公斤还不到8元，
库存大蒜对镇上的蒜商来说，成了甩不掉的“烫手山芋”。

合同价低、库存量大

一吨要赔500多元

“要在去年这时候，我这3座
恒温库储存的1200吨大蒜早就
卖完了，如今才卖出一半多。”已
到3月底，面对仍库存高起的恒
温库，成武县大田集镇通源公司
经理范成福愁眉苦脸。他告诉记
者，往年这个时候，买蒜的电话
接个不停，今年正好颠倒过来，
他开始到处打电话寻找买家。

据了解，范成福的情况并不
是个例，不仅在大田集镇，就是
周边的张楼乡、白浮图镇、党集
乡、南鲁集镇等蒜区也很是普
遍，储存的大蒜卖不出去，已经
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储存商陈聚富说，他今年储
存了50吨大蒜，如按眼下每公斤
8元左右的这个价格卖出，每吨
要赔500多元(雇人的工钱除外)，
即使赔本，蒜还是不好卖。

不仅储存的大蒜不好卖，就
连做大蒜精细加工出口贸易的
也受到了影响。成武县宏盛蒜业
公司的经理于茂军介绍，往年他
的公司每年都向巴西和哥伦比
亚出口4千多吨大蒜。但是，今年
能出口1千吨也难，主要的原因
就是合同报价太低。

常年做大蒜收购、精细加
工的“鑫宏源蒜业”的经理于茂
友告诉记者，前几年每个冬季
他 都 能 出 口 几 百 个 柜 子 的 大
蒜，每个柜子稳赚2000多元，而
如今，一个柜子能赚1000元就
算不错了。“我现在能做的几乎
是等，等有老外接受的价格才
敢加工。”

种植面积扩大

不再“物以稀为贵”

据了解，1996年大田集镇的
恒温库只有80多门，储存量4万
余吨。目前已达到300多门，储
存量16万吨。恒温库的增多预
示着大蒜种植面积的扩大，据
农业部相关数据显示，1999年
我国大蒜面积不到 5 0 0万亩，
2012年扩至1600多万亩，几年
间翻了一番还多。

由于利益驱动，成武县多
个乡镇都开始大力发展大蒜种
植业、兴建恒温库，不仅成武，
巨野、单县，以及济宁金乡，越
来越多的大蒜种植区、大蒜恒
温库出现在周边地区。据业内
人士估计，目前仅鲁西南一带
恒温库可储存量就达近200万
吨。所以业内人士分析，种植面
积的扩张和储存量增加，是大

蒜价格走低的直接原因。
于茂友介绍，他因为有一些

固定客户，常年靠往印尼发货，
这些年生意做得很是顺手。但
是这两年却不尽人意了。“出口
合同越来越多，价格却一年低
于一年。外商给我们的报价一
压再压，你嫌价格低不做 ,那老
外立马把合同转到其他蒜区。”

于茂军表示，由于近两年
大蒜种植面积增加，货源充足，
去年恒温库储存的大蒜还没有
卖完，每公斤6 . 4元的陈蒜直接
冲击了新蒜的销售。据了解，目
前大田集镇30多个搞精细加工
的公司，如今正式加工的还不
到10个。

粗放种植、品质不齐

是大蒜难销主因

“表面看，种植面积的扩大
和库存量的增多是导致大蒜滞
销的原因，但根本还是我们的种
植、加工及生产管理方式的问
题。”大田集镇镇长侯凌雁分析，
本地大蒜品质不一，使他们失去
了不少国际市场的订单。

“最初大田集镇的大蒜之所
以能走向国际市场，靠的就是标
准 化 种 植 及 管 理 产 出 的 好 品
质。”侯凌雁介绍，随着大田集镇
大蒜产业规模效应产生后，当地
产生了许多大小蒜商，他们开始

尝试做起“买全国、卖世界”的生
意，但一些新蒜区在种植和管理
上却是粗放型，常出现农药化肥
超标的问题，影响了大蒜的出
口。

“随着大蒜对外出口规模的
扩大，本地大蒜往往不够用，蒜
商就去外地收购，但咱当地没有
质检站，无法检测，并不知道从
新蒜区收购来的大蒜化肥农药
超不超标，只有到了港口才检测
得出。但万一不合格，就被老外
拒之门外，损失可想而知。”侯凌
雁分析，新蒜区粗放型种植、以
及当地缺乏质量监督技术检测
手段确保收购大蒜品质，才是近
两年大蒜外销受阻的根本原因。

鑫宏源蒜业精细加工出口车间一角。 通讯员 于得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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