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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玉米米减减产产，，价价格格却却成成十十年年来来最最低低
农户直言“再不涨钱，种地就要折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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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招聘会
走进孙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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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过多影响生长
每亩减产200多斤

“你看今年的棒子，这尖
上几乎都没有长粒，收成比
去年差多了。”沙河镇冯楼村
的张女士指着自家玉米对齐
鲁晚报记者说。张女士家一
共八亩地，所有的玉米都放
在屋顶上和院子里。记者仔
细观察了一下张女士院子里
的玉米，发现正如张女士所
言，几乎每个玉米尖上都没
有粒，空余位置较大，秃尖现
象严重，玉米长度较小，大部
分玉米都有被虫咬过的痕
迹。

记者在张女士村里转了
一圈，发现大多数农户家的
玉米和张女士家情况相似。
张女士说：“看今年这长势，
每亩地得减产200斤以上，去
年我家每亩地大约产1400
斤，今年要是每亩地能收到
1200斤左右，就该谢天谢地
了。”邻居翟先生刚刚将玉米
脱粒卖掉，6亩地卖了7000斤
玉米。翟先生说：“村里人还
都说我家玉米长得好，才卖
了这么一点，比去年差了
1500斤，今年收成挺差劲。”

谈及今年玉米减产的原
因，翟先生分析认为，玉米生
长期间降水量过多，尤其是
授粉那几天，下了一场雨，导
致玉米授粉不好，秃尖现象
严重。“今年村里有人种得早
一些，相对长得就好一点。”
翟先生说。

开秤价近十年最低
迟迟不见涨钱迹象

龙桑寺镇任先生一家今
年秋收秋种的热情一点也不
高，看着铺满院子的玉米,任
先生迟迟没有做好决定，是
继续晾着玉米还是早点给玉
米脱粒。“这价格太低了，脱
粒卖了也不值钱，搁家里还
没地儿放，要是赶上几场雨，
就麻烦了。”任先生无奈地
说。

任先生提到，他已经将
龙桑寺镇附近的收购点都咨
询了一遍，价格在0 . 72-0 . 76
元之间，每天的价格变化不
是很大。记者在龙桑寺镇的
一家收购点了解到，玉米刚
刚上市时的开秤价在0 . 7元

左右，在出现了小幅度上涨
之后，这几天价格比较平稳。

“粮食价格低，农户卖粮的积
极性不是很高，很多人持观
望态度，估计他们是想再等
等。”玉米收购商冯女士说
道。

“现在每斤玉米都不到8
毛了，比去年价格还低，最近
几年粮食真是越来越不值钱
了。”农户刘先生说道。记者
在商河县物价部门了解到，
目前商河县玉米的收购价格
在0 . 75元左右，去年同期则
在0 . 82元左右，0 . 71元左右
的开秤价几乎是近十年来的
最低值。粮食收购商张先生
说：“玉米加工企业收购价格
较低，我们也没有办法，按理
说今年产量低，价格应该高
点，谁知道是咋回事。”

据业内人士分析，今年
粮食市场不 景 气 ，供 大 于
求。由于部分地区春玉米早
已上市,市场供应量增加,加
上近年来玉米连年丰收 ,玉
米库存不断增加 ,市场供大
于求。市场需求持续低迷 ,
玉米下游深加工企业需求
持续疲弱,企业亏损严重,开
工率明显下降 ,饲料加工企
业需求也出现低迷现象。生
猪价格有所上涨 ,但是总体
养殖数量较少 ,需求量随之
降低 ,这都加剧了玉米价格
降低。

每亩收入不足三百
种粮大户要“改行”

“玉米价格这么低，小麦
价格也不是很高，如果这样
下去，我估计就要折本了。”
沙河镇的种粮大户刘先生
说。刘先生在隔壁乡镇包了
200亩地，前几年粮食价格

好，挣了不少钱，近几年随着
粮食价格的持续下降，刘先
生坦言几乎年年亏本。刘先
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亩
地的租金是800元，两季肥料
的种子和化肥农药钱700元
左右，每亩地机械化收种，价
格在300元左右，再加上人工
费用，成本近2000元。“今年
的小麦和玉米都卖不了2000
元，这样一来，能不赔本吗？”
刘先生如是说。

记者走访发现，土地租
金价格迥异，少则每亩地200
元，多则每亩地1000元，价格
低开导致种植利润微薄，部
分农户表示有改行想法。刘
先生坦言，要不是当初租赁
土地的时候签订的是10年的
长约，他早就改行不种地了。

刘先生周围的很多朋友
都纷纷改行，还有一些种粮
大户开始尝试种植大豆、大
蒜等经济作物。种粮大户朱
先生说：“粮食太便宜了，相
反大蒜价格要高很多，我今
年100亩地都种成了大蒜，听
白桥镇的老乡说，每亩大蒜
少说也得挣个七八千。”

不少农户纷纷表示想要
将土地外租。张坊镇居民王
先生说：“在家种地还不如出
去打工，半个月的工资就够
一年的收成了。”他谈到，近
几年，村里人将土地承包出
去，然后夫妻二人一同外出
打工的现象开始增加。若夫
妻二人外出打工 ,每年收入
在 5万元以上 ,比种地强多
了。王先生村中的青壮劳力,
一半以上外出打工。刚刚成
家的“90后”小夫妻,外出打
工比例竟然高达7 0%。“现
在单纯靠地里的收入不行
了，得给自己找点出路。”王
先生说。

粮食价格不景气，不少农
村年轻劳动力开始外出打工，
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日益
突出。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
村里干活的主要劳动力集中在
55岁以上。61岁的翟先生开玩
笑说：“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外出找工作难，只能留在家里
当‘地主’，粮食价格下降了，这
地主也不太好当了。”

翟先生谈到，眼下秋收秋
种基本上都是机械化作业，需
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像他们
60来岁的人应付起来游刃有
余。但他也坦言，这个年迈地主
不好当。每当卖粮时，体现得最
为明显。粮食价格不稳，老人信

息掌握不及时，极易错过最佳
卖粮时机。翟先生提到，去年玉
米价格刚有所上涨，他就将粮
食卖掉了，卖掉之后玉米价格
持续上涨，令他懊悔不已。“人
老了，价格拿捏不准，难免错过
最佳时期，年轻人信息掌握快，
时不时上网查查，价格掌握比
我们要及时一些。”翟先生说。

眼下，在农村，年轻人基本
上不靠地吃饭，而年迈地主则
大多数靠“地”吃饭。粮食价格
较低，年迈地主在粮食种植转
型上受年龄限制较大，转型较
为困难，年迈地主越来越不好
当。

本报记者 李云云

眼下秋收刚过，商河的大
街小巷随处可见金灿灿的玉
米。看着丰收的玉米，不少商河
农户却高兴不起来。玉米生长
期降水过多影响生长，每亩地
减产200斤以上，再加上价格过
低，出现近十年最低值。不少农
户直言：“如果玉米价格再不
涨，种地就要折本了。”

年年迈迈的的““地地主主””不不好好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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