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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调查

今年蒜价大跌，丰产不丰收

蒜农一亩地少收入 1000 多元
文/片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时下是大蒜成熟的季节，今年蒜价大跌，记者在茌平县洪屯乡采访了解到，去年一亩
蒜能卖2800元，今年大多数时候只能卖1400多元，最多能卖1700多元。加上卖蒜薹的收入，一
亩地也就挣200元左右，基本上算是白忙活。蒜商分析，游资撤离、货源充足是降价主因。

29日，一走进茌平县洪
屯乡大辛庄村，就看到田间
地头到处是蒜农们忙着收蒜
的景象。“今年的蒜长得好、
个头大，有的用手都握不过
来。”一位蒜农说，今年大丰
收，一亩地比去年多产四五
百斤，但却卖不上价去。

种了20多年蒜的杨长
利和蒜商在地头讨价还价，
蒜商一亩地给他1400元，杨
长利想让蒜商再加点，蒜商
同意加上50块钱，杨长利只
好点头。蒜商雇了八九个农
村妇女，在杨长利的地里收
起了蒜。

杨长利说，卖蒜有两种
方式，一种是按地卖，今年

一亩蒜的价格在1400元-
1700元之间，按地卖的蒜商
自己雇人收蒜。另一种是按
蒜 头 算 ，一 亩 地 大 概 有
23000多头蒜，一头蒜1毛
钱，不过要蒜农出钱雇人收
蒜，雇一个人一天70元钱，
一般要雇八九个人。两种方
式蒜农都挣不多，一亩地最
多能卖 1700 多元钱。“俺家
的蒜稀，按地卖还能多卖
点。”杨长利说，去年的蒜长
得不太好，但蒜价还可以，
一亩蒜能卖 2800 元，今年
只卖了 1450 元。“不加人工
费，一亩地挣不了 200 块
钱，刚够本，白忙活。”杨长
利说。

蒜农>>

一亩蒜卖1400多元，刚够本

蒜商张立安收了十几
年的蒜，每年大蒜成熟时，
他都去地头收购，再拉到河
北零卖，一挂蒜100头，今年
好的时候一挂能卖13元，比
去年便宜五六块钱。张立安
说，今年收的便宜了，卖的也
很便宜。“今年挣不到钱。”

张立安说，去年很多蒜
商都囤蒜，他和两个合伙人
一起囤了100多吨，因为蒜

要晒干了才能囤，他们是去
年七八月份囤的，当时蒜价
是3 . 5元一斤，冷库租金一
斤抽4毛钱，囤蒜期间蒜价
一直不见涨。2012年春节
前，张立安把蒜卖了，价格
还是3 . 5元一斤。这100多
吨光租冷库就花了8万多，
全赔进去了。张立安说，冷
库的电费也得自己交，总的
算下来，赔了十多万。

蒜商>>

去年囤了100吨，赔了十多万
聊城市农委工作人员

介绍，今年全市大蒜的种
植面积约35万亩，主要分
布在冠县东古城镇和茌平
洪屯乡、杨屯乡。去年种植
面积是34万亩，全市种植
面积增加了1万亩。

光明农贸市场蒜商介

绍，一星期前大蒜批发价
还是1 . 5元一斤，现在降到
了7毛一斤。蒜商分析，大
蒜价格回落可能与游资撤
离有关。游资流动快，一旦
投资者寻求到短线投资机
会，热钱就会涌入，而投资
者一旦获得预期盈利，这

些资本又会迅速流走。最
近新蒜上市，供大于求，投
资者看不到利益，就纷纷
撤离了。

此外，去年很多蒜商
囤蒜，还有不少陈蒜没卖
出去，现在也大量涌入市
场，导致供大于求。

原因探析>> 游资撤离、货源充足是降价主因

农村有句谚语“蒜种(zhǒn g)贵蒜价贱，蒜种贱蒜价高”，意思是大蒜
种子贵的时候，种蒜的就多，种蒜的一多，供过于求，价格就会降低；反
之，蒜种便宜时种蒜的少，蒜供不应求，蒜价就会贵。

大蒜的价格周期一般是三年左右，今年蒜价格便宜，很多蒜农不舍
得卖，不少都留作蒜种，明年接着种，预计明年和后年蒜价也不会很高。

蒜价
怪圈

面对大跌的蒜价，在地里收蒜的蒜农杨长利满脸愁容。

一位蒜农的账本

杨长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蒜种2元一斤，一亩地要用400多
斤蒜种，就是 800 多元；种蒜时
施了两袋二氨，一共 400 多块
钱；买地膜花了 60 多块钱；一亩
蒜一春天要浇 6 次水，浇一次水
要施一次肥，一共花 600 多块
钱；这样算下来，种一亩蒜的总
成本要 1860 元。蒜薹一亩地能
产 500 多斤，1 . 2 元一斤。蒜薹收
入 600 块钱。现在一亩蒜卖了
1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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