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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权威产量信息

产量增多是低价主因

“估计今年国内大蒜产
量比去年要增加三分之一左
右，产量大是主要原因，国外
也是看国内市场。”提起今年
大蒜低价的原因，大田集镇
最大的大蒜贸易商、菏泽天
鸿果蔬有限公司总经理施绍
安分析，大蒜种植面积连年
扩大，加上亩产普遍增收，今
年进入市场的大蒜数量偏
多，导致蒜价一路下行。

“很明显的例子，之前和
大田集相邻的南鲁镇、汶上
镇种大蒜的少，但今年也几
乎全种上了蒜，而且其他县
区如巨野、河南等地也出现
了新蒜区。”老蒜区坚持种
蒜，新蒜区不断加入，几乎所
有的蒜商都估计今年国内大
蒜总产量比去年高出不少，
而这种预判，是影响大蒜收
购价的重要原因。

施绍安介绍，由于缺乏

政府部门发布的种植面积、
产量等权威信息，公司每年
都派出专门的信息收集人员
前往国内各大蒜区，提前对
大蒜产量做出预测，而这也
是大部分蒜商，尤其是做大
蒜出口的贸易公司的普遍做
法。“但真正的产量，不等收
到库里，谁也说不准。”施绍
安说。

“国外客户的信息很灵
通，他们下订单的价格总是咬
着国内行情走。”而国外客户
了解国内行情的重要渠道，是
蒜商民间调查又汇集到网上
后的信息。尽管常年向东南亚
国家出口大蒜，天鸿果蔬公司
不愁订单，但今年订单价格低
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订单，他
们目前给蒜农开出的价格是
干蒜每斤1元左右，同时，施绍
安坦言，不排除价格进一步走
低的可能。

“蒜倒”开始赚短钱

蒜企探路国内市场

田塔村的田质标收了20

多年大蒜，从“蒜你狠”到“蒜
你贱”的涨跌循环，他经历了
不止一次，从最初的患得患
失到现在趋于平静，田质标
和家人都快习惯了。“赚的时
候一年十几万，赔的话也是
一 年 十 几 万 ，蒜 市 就 是 这
样。”去年鲜蒜收了400多吨，
今年才收了60吨鲜蒜，他就
准备收手了，“这种熊市就得
赚短钱，不能再等了，有得赚
就得赶紧出手。再买的话得
看行情了，要是价格压得太
低，就租个冷库，蒜入库等冬
天再卖。”

自2007年进入大蒜贸易
行业以来，菏泽天鸿果蔬有
限公司一直以出口大蒜为
主，经历了大蒜市场的起起
伏伏，施绍安深感出口贸易
受制于国际市场，始终没有
自主权，终于在去年将目光
瞄向国内，他开始尝试做去
掉大蒜的刺激性气味、人人
都能接受的大蒜产品，黑如
焦炭、味带酸甜的黑蒜成为
了该公司探路国内市场的先

头兵。
施绍安告诉记者，国内

市场之所以打不开，就在于
南方人很难接受大蒜的味
道，如只作为调料品销售，大
蒜国内销量相对有限，而做
成即食的产品，一下子就能
打开销路。“通过高温去掉味
道的黑蒜，一投入市场就收
到了南方人的欢迎。”施绍安
说，“这也意味着，不管大蒜
产量大小，只要有人愿意吃
黑蒜，公司就不再受制于国
际市场，国内市场的潜力完
全可以消化。”

记者在天鸿果蔬看到，小
小的八头黑蒜，不到6两的重
量，加上包装要卖到175元一
箱，收购时只有1元/斤的大蒜，
深加工后可谓身价百倍。

施绍安说，黑蒜只是大
蒜深加工的第一步，他们公
司还将研发大蒜饮料，这也
是一种主打保健的食品。“从
大蒜收购到最终产品，我们
要把全产业链都握在手中，
让大蒜疙瘩变成金疙瘩。”施
绍安说。

┮种了20多年大蒜的老蒜区，大蒜品质在下降
┮蒜价低迷，一亩地赔一千多，半年的活白干

可是，“咱蒜区
不种蒜种啥？”

5日，记者再次来到大蒜主产区——— 成武县大田集镇，除了路边越堆越高的大蒜，这个空气中弥漫

着蒜香的乡镇和一周前没有太大变化。进入大田集镇的田塔村，大田中、村庄里随处堆放的大蒜后，仍

旧是蒜农们不停劳作的身影，尽管大蒜价格跌入谷底，蒜农们仍不敢放弃。

虽然今年大蒜亩产量比去年增收不少，但大蒜的个头越来越小，品级越来越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种了20多年大蒜的老蒜区，土壤亟待休养生息。而另一方面，尽管个别种着几亩小麦的村民因为

不赔钱让人羡慕，但问起来年打算，“咱蒜区不种蒜还种啥？明年还种蒜。”几乎是蒜农本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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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一亩地赔一千多 半年活等于白干

前往大田集镇的客运班车上，
记者遇到了回家帮忙的青年谢宁，
家里的六亩大蒜需要人手，路过自
家地头的时候，他来不及回家放行
李，就拿起小刀加入削核的队伍。在
田塔村的地里，11点的太阳晒得人
睁不开眼，蒜农们一声不吭地在忙
着自家地里的蒜事。

谢宁一家今年6亩田全种上了
蒜，他们把宝压在了大蒜身上，谢宁
加入削蒜队伍的时候，他的家人全

坐在蒜堆里忙活。“蒜从地里收起来
十天左右就得削，要不蒜干了就削
不动了。”谢宁的爷爷谢守金说。

谈起今年的收成，谢守金放下
了手里的活：“今年产量高啊，去年
一亩地2000多斤，今年得有2500多
斤，可蒜多了才更愁，价格卖不上
去。”谢守金告诉记者，去年一斤蒜
卖4元，今年则一路跌到0 . 6元，这个
落差可是毁了蒜农半年的努力。粗
略一算，蒜种、人工费、化肥、农药、

电费等成本都算上，种一亩蒜有
2200元左右的成本，但按现在的价
格每亩地要赔一千多元。

“他家今年种麦子赚了。”老谢
指着东边的一片麦地有些羡慕，“种
麦子操心少，国家还有补贴，一亩地
能收入一千多元。”

羡慕归羡慕，当记者问道明年
是否种蒜时，谢守金毫不犹豫：“种，
来年还种蒜，全都种上，大蒜价格不
稳定，说不准能发。”

>>招数1：给大蒜扒皮剪杆 还能赚个劳力钱

卖蒜赚不了钱，蒜农们都在想
其他的办法。在大蒜遇熊市的这个
夏天，大田集镇的妇女们可没闲着，
一个个忙着扒皮剪杆，赚起了精细
加工的劳力钱。剪过核的大蒜经过
扒皮剪杆，装进印着英文的包装袋，
装满一袋就能拿到2 . 5元。

一些大蒜贸易公司索性把加工
场地挪到了田集镇的田间街头，雇
佣熟练的本地农妇完成出口大蒜的
初次包装。

早晨4点起床，晚上7点回家，戴
着胶质手套、拿着剪子扒皮剪杆，说
话时也来不及抬眼，姜艳芳就是其

中一员。她告诉记者，手脚麻利的
话，一天能弄好四五十袋，挣个一百
多块。“二十多分钟一袋吧，”姜艳芳
不停手地跟记者说，“蒜价便宜，人
工费倒是没压价，还是2 . 5元一袋，
大蒜卖不了钱，总要想其他的办
法。”

>>招数2：“夹心蒜”大包小 掩盖下降的品质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个普遍
的现象，由于大蒜个头大小不一，许
多蒜农、蒜商都把大头蒜放在外围，
个头较小的蒜放在中间，用当地人
的话说叫“夹心”。他们坦言，由于近
些年大蒜品质下降，小个头的蒜明
显增多，夹心已成为业内流行做法，
也是图个好卖相。卖蒜的时候也跟
买主讲明，都是一亩地的蒜，里面肯

定有个头小的蒜。
业内人士表示，“夹心”做法无

疑对大蒜出口，甚至全行业有不利
影响，影响中国大蒜的国际声誉。但
多年持续种蒜对土壤有一定损坏，
大蒜品质下降成为多个老蒜区的通
病，长期种植结构单一对土壤的破
坏作用开始显现，老蒜区到了转型
的关头。

专家表示，比较好的做法是期
间种两年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用
药少还能秸秆还田，改善土壤质量。
蒜商也表示，和金乡等地收上来的
大蒜相比，巨野等大蒜种植史较短
的新蒜区品质明显较好，但是缺乏
政策和财政补贴等引导，直接让蒜
农放弃种蒜比较困难，虽然有赚有
赔，但蒜农还是相信种蒜合算。

大大田田集集镇镇成成堆堆的的大大蒜蒜路路在在何何方方。。

本版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姚楠 陈晨 通讯员 于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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