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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人泡在南店子渴望“翻盘”

18日上午，老家湖北的蒜
商老高的表情和当天金乡阴霾
的天气一样，愁眉不展。在被称
作大蒜华尔街的金乡县緡城路
的街角，没有咖啡，没有酒吧或
茶座，一切异常简陋，和老高表
情相似的数百人聚集在这里，
满地都是他们扔掉的烟屁股。

大蒜主产地南部的一些地
方，早熟蒜已经开始上市，再过上
几天，主产区的大量鲜蒜也要集
中上市了。老高说，他去年赔惨
了，现在手里还压着一些蒜舍不
得出手，但“赔到发惨”已成定局。

“天天泡在这里，所有积蓄
都压在里面，根本没心思回家，
我来这里和所有扎堆此处的人
们一样，都渴望从芜杂的信息
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老高说，去年他感觉大蒜总产

量减少，于是赌了一把，先后收
了400多吨大蒜，均价3元/斤，
而过了春节之后，大蒜价格一
路走低，到现在降到了1元多钱
/斤的价格，根本没法出手。

来自江苏的蒜商老张说，
毕竟新蒜就要下来了，之前很
多消息说，今年的种植面积、亩
产均比去年高，大家对今年大
蒜价格的预期都要低。“去年赔
惨了，100万元投进去，现在能
收回来20万元就不错了。”老张
告诉记者，去年收蒜的成本高，
每斤3块多钱收的，年前感觉3
元/斤的售价不赚钱，就一直等
待着，结果春节后就一路下滑。

“差不多就出手，争取再低价收
些新蒜，弥补一下损失。”

这就是属于大蒜交易的场
景，每天清晨，緡城路南端，一辆

接着一辆的小车停在路旁，前来
打探信息的各路大蒜储存商、蒜
农和经纪人汇集于此，或三五成
群，或不停地拨打着电话，对于多

数人而言，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跳出这个轮回。“总感觉赚的是
小钱，赔的是大钱。”一位来自东
北的储存商说。

靠近緡城路的一条小街
上，两边林立着上百家冷库，往
年这个时候，冷库老板们或许
已经因为找到了储存商而松了
一口气，而今年，由于大蒜价格
走低，老蒜和新蒜之间的一场
价格暗战还在悄然进行着，冷
库主的脚步也乱了……

不少冷库的老蒜已经售罄，
在金兴达冷库，冷库主孔庆本告
诉记者，前几天1700多吨老蒜就
全部卖完了，储存商赔得很厉害，
但是不卖的话，风险更大。这家冷
库周边的几家冷库也都腾空了，
等待着新蒜的入驻。

事实上，事情并非会这么
顺利。孔令本告诉记者，往年这
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开始抢着定
库，可是今年却一点动静没有。

“手头有老蒜的千方百计找买
主，今年听说新蒜量不小，更不
敢跨年卖，今年的价格不明朗，

蒜商们也是异常谨慎。”
“去年蒜商赔，今年要让蒜

农埋单。”在南店子，一种不和
谐的声音传了出来。对此，金乡
县李阁乡骆庄村的蒜农骆德岭
有些不高兴，他告诉记者，这几
天鲜蒜的收购价也是一路往下
掉，从前几天的1元钱/斤，已经
跌到了七八毛钱/斤，按照这个
价格，今年肯定赔大了。

骆德岭告诉记者，去年他
以每斤3元钱的价格卖出了6亩
地大蒜，今年他的预期急速下
降。“按照现在的价格，赔钱是
铁定的，但是按照往年的情况，
放到最后成了干蒜，还不知道
能否找到买主。”

根据济宁市中粮农产品投
资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分析，以
金乡以及周边产区为例，农民
种植大蒜的成本(不含蒜农自
己工费)每斤约在1 . 5元。骆德

岭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的
大蒜亩产量预计在2000多斤，
按照现在的价格，一亩地的鲜
蒜能卖到2000元钱左右。而按
照成本，蒜种要1000元，肥料要
800元，收获的人工成本要1000

元，耕地、浇水、塑料大棚等杂
项也要花费400多元钱，不算蒜
农人工，一亩蒜地的成本也要
在3200元以上。”如果等到大蒜
干了再出手，还是这个价钱的
话，那就要赔得更惨。”

新蒜快下了，还没人来定冷库

近几年过山车一样的大蒜价格，究其
原因，信息不对称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
问题。

新蒜上市迫在眉睫，老蒜的库存量还
有多少？今年的大蒜总产量有多少？市场
需求怎么样？这类信息在小小的金乡县城
里到处散播着，一刻也不曾停下，貌不惊
人的南店子是名副其实的主战场。

“老蒜应该售出九成左右了。”、“预计
还有20万吨。”、“库存量还有不到20万
吨。”……各种声音汇集在南店子，混乱的
程度让人手足无措。更有一些蒜商联手组
成所谓的大蒜储存商联盟，通过一些手段
抵制大蒜低价，而信息的发布，也是手段
之一。

“信息非常重要，近年来大蒜产业发
展很快，但是由于大蒜信息产业严重滞后
所致的价格波动，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
视。”金乡大蒜产业信息协会理事长杨桂
华认为，金乡及周边每年要储存100多万
吨的大蒜，行情的变化与储存商对大蒜信
息的了解有很大关系。储存商的惜售和抛
售都会造成行情的波动。毕竟一年中有9

个月，全国乃至全球大部分地区，吃的都
是冷库蒜。“信息明确的早，市场的波动就
会越小，这对大蒜产业的健康发展极有好
处。”

“2013年，大蒜总量应该达到了本周
期波动的最高峰值，不会有狂热的抢购，
更不会有跟风的泡沫，应该是理性回归的
过渡年。”说起今年的行情，杨桂华分析，
从不利的情况看，今年的大蒜种植面积要
大于去年，亩产量有所提高，总量较大；同
时，蒜农和蒜商对蒜价的预期都明显低于
去年。但有利的方面也不少，低价位有望
刺激消费，使得国内需求量增大；蒜片加
工业对大蒜的需求量增大，有望消耗大量
库存。

同样，根据济宁市中粮农产品投资研
究院的调研统计，2013年产新大蒜种植面
积较2012年面积增加15-20%。从早熟蒜下
市以来看亩产情况分析，预计今年亩产量
较正常年份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幅。

种植面积增大，亩产量提高

大蒜总量将达周期最高峰值

核 心

提 示

鲜蒜上市了，
经常逛菜市场的
市 民 欣 喜 地 发
现，鲜蒜的零售
价才1 . 2元/斤。而
在大蒜原产地金
乡县，距离鲜蒜
大量上市的日子
越来越近，在各
种信息漫天飞的
南店子，却让今
年的大蒜市场形
势 有 些 扑 朔 迷
离。一边是去年
赔得一塌糊涂的
蒜商，一边是今
年怕重蹈覆辙的
蒜农，今年，大蒜
总产量增加已成
定局，蒜商和蒜
农 们 却 毫 无 信
心，对今年的蒜
价 预 期 都 异 常
低。

早熟蒜已经上市。

在南店子打探信息的各路人马。

不少储蒜的冷库已经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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