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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滨州市农业局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该
市植棉面积总体处于下滑趋势，从2004年的243万
亩下降到2014年的144万亩，11年间，种植面积共
下降99万亩，同时，植棉产量、棉农收益都在明显
下降。作为经济作物的棉花，所扮演的经济角色
慢慢淡化，经济作物不再“经济”，部分棉农纷纷
改种玉米、苗木，棉种经销商也纷纷转战玉米种
市场。棉花困局面临突围之困。

下个月，新的棉花年度就要开
始了。连续实施了三年的棉花临时
收储政策今年不再继续，目标价格
改革试点正式启动。现在种其他粮
食作物，从播种到收割，基本可以
实现全程机械化了。农民会算账，
自己真正在田里劳作的时间，顶多
不超过一个星期。但是种棉花不
行，棉花生产周期长、环节多、机械
化水平低。打棉杈，掐边心，杀棉
虫，拾棉花，就连地都要耕上好几
遍，里里外外至少要干一个月。就拿
采摘环节为例，数据显示全世界大
约有30%的棉花是由机器采摘的，而
我国的机采率在2012年时只有8 . 2%

左右。在农业生产机会成本不断升
高的背景下，让农民把大量劳动投
入到棉花生产中，显然不太合算。

为了摸清中国棉花质量与世界
棉花质量的差距，相关人员曾在
2012、2013年度分别在青岛、上海、广
州等主要港口对主要进口国棉花质
量进行了跟踪检验，发现国产棉花

“三丝”现象比较普遍，由于中国棉花
大部分是人工采摘，棉农挑拣“三丝”
意识差，导致棉花中不同程度地含有

“三丝”。中国棉花主产区棉纤维的强
力很低，不能满足中国纺织企业生产
高档纺织品的需要。中国棉花长度不
能满足纺高支棉纱的需要。

眼下看，正如转变生产方式、提
高机械化程度、降低生产成本是棉农
的现实选择一样，种粮农民也应如此
才能保证投入和产出更加经济划算。

据人民日报等

破局 >>

提高机械化程度

和国产棉质量

经济作物不“经济”，棉农改种玉米苗木

滨滨州州植植棉棉面面积积1111年年减减少少百百万万亩亩

无棣县柳堡镇谭家村的谭洪国
说：“从2000年到2012年，我家种植面积
每年在80亩左右，其中2003年收益最
好，毛收入十多万元。”因为柳堡镇位
于盐碱地带，所以种植棉花成为村民
的主要经济收入。

惠民县胡集镇王惠理村一女士
说，一亩地棉种约70元钱，化肥180元，
薄膜加农药费约100元，人工费一天80
元，一年一亩地棉花需25个工时，一年
仅一亩棉花的投入成本就要2260元，

按亩产500斤、棉花价格每斤3 .8元算，
一亩地能卖1900元。“算上成本，相当
于一年白干还要赔钱。”

目前，国家对棉农实施直补，首先
以新疆作为试点，山东棉农暂时还享
受不到。沾化县冯家镇李家村李先生
种棉花已有18年，他说，以前种棉有保
护价，现在取消了，“前几年棉花一斤4
元多，但十天前我刚卖了去年的棉花，
才3 . 5元，旧棉花比新棉花价格要高，
所以我很担心今年的价格。”

算账 >> 过去毛收入十万，如今白干还赔钱

本报记者 王茜茜 王领娣

转变 >> 棉种经销商转攻玉米市场

惠民县清河镇一农户正在棉花地里给棉花打顶，她
家里仅种了一亩棉花，而她身后是成片的玉米田。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摄

无棣县是滨州棉花生产大县，近
年来，集中连片的棉田被玉米、苗木取
代，县里的棉种经销商也逐渐减少，仍
然勉强经营的棉种经销商开始考虑弱
化棉种经营份额，转攻玉米种市场。

无棣县佘家镇黑马种业总经理杨
金国从事棉种销售12年，成为无棣县
种子销售行业的元老级人物。“这边主
要以棉花为主，以前是95%的棉田、5%
的玉米地，现在差不多只有30%的棉花

田，其他的都是玉米地、苗木。”杨金国
说，现在棉花种植成本增加，价格不稳
定，影响了棉农的种植积极性。2009年
棉种销售占全部销售额的80%，而现在
棉种的销售额只占全年销售的30%。

“关键是棉花太耗费人工了，只要是年
轻的都去打工了，打工一年能收益6万
多元，种棉花就保不准了，即便是挣
钱，在地里忙活一年也不如打工日子
舒坦。”杨金国说。

困境 >> 进口棉价廉质优，受棉纺企业青睐

十多年来，滨州市植棉区域向北
部沿海和盐碱地转移。滨州市农业局
植棉站工作人员分析，近十年来，植棉
效益低且年际间波动幅度较大，植棉
不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开
始出现“轻棉意识”。

滨州市农业局植棉站工作人员
介绍，近几年，粮棉争地矛盾凸显，
国家对小麦等粮食生产扶持政策明
显高于棉花，而且国外进口棉到岸

滑准税后价格每吨仍比国内价低
4000元，棉纺企业倾向于使用价廉
质优进口棉。

记者从山东省滨州市纺织工业协
会了解到，棉纺织产业是滨州市的支
柱产业之一，魏棉、华纺、亚光和愉悦
家纺等棉纺织企业的棉花需求量远远
大于滨州总产棉量，企业完全可以消
化掉本地棉，棉花种植面积减少对滨
州本地的纺织业并没有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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