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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低存冷库
行情好了再出售

这两日，大蒜田地里忙得
热火朝天，但金乡县诸多冷库
的库存量还没有上来。

在金乡县鱼山街道，大型
冷库一座挨着一座，是县里最
出名的冷库聚集地，送蒜薹的
车辆不时从路上经过。道路两
旁，多家冷库的工人们挥动手
臂，期待这些车辆停下问价。如
果价位合适，双方立刻卸车，如
果不合适，这些车辆会继续在
附近转悠。

冷库主张先生和几位朋友
站在院子里聊天，他今年计划
存储五六百吨蒜薹，大部分是
替客商收购的，有一小部分是
自己收购的。经过2日的收购，
库存量才有一吨多。他们的冷
库位置在小路上，稍微有些偏
僻。不过，张先生有自己的固定
送货商，等蒜薹提完，库存量不
成问题。

收购上来的蒜薹，在这里
最长能存放到春节前。“一块钱
左右进库，除去人力、储存、运
输等成本，甚至只要不赔钱就
卖。”张先生说，挣钱的时候就
卖点，利润低的时候就存会儿。
蒜薹是季节性蔬菜，价格波动
性不大，利润也有限。

韩老板也是一位冷库主，
他今年计划将存入300吨蒜薹，
全部是一位河南客户收购的。
中午12点，两辆送蒜薹的车来
到韩老板的冷库院里，抽取了
几把蒜薹看完质量，韩老板给
出了一块5分钱的收购价，双方
谈成。用冷库主们的话说，在金
乡冷库存大蒜的，本地人占一
半，而存储蒜薹的，本地人却占
不了一成，九成以上蒜薹输往
外地。

“我的冷库租赁合同签约
到国庆节，存上十几天，就开始
往外销售了。”至于这位客户销
售到哪里，韩老板则不清楚，也

没有必要知道，因为他挣的就
是租赁冷库的费用。

建大蒜价格指数平台
价格、销量更透明了

“金乡大蒜”是以金乡县为
中心的周边200余万亩大蒜种
植区域，涉及菏泽巨野、江苏丰
县等地。从周边收购来的蒜薹，
源源不断存入冷库里。今年蒜
薹质量好，价格却偏低的现象，
引起了中国大蒜产业信息联盟
秘书长杨桂华的注意。大蒜是
他的专业，也是最关注的东西。
每隔几天，他就会到地里看看
蒜苗长势。

“今年来看，蒜苗长得很
好。”杨桂华介绍，蒜薹质量好
却卖不上高价，主要有两方面
原因。

一方面是近两年蒜薹储存
商们没有挣到钱，存蒜薹的商
人少了，作为一种季节性蔬菜，
蒜薹的供应量越来越充足，不
再是“贵族菜”。另一方面，蒜农
和收购商都知道今年大蒜种植
面积有所扩大，产量也高，从而
收购价格低。而从专业角度来
说，蒜薹必须提完，不提会影响
蒜苗生长，只有提完蒜薹后，大
蒜才会进入膨大期。

今年种植面积到底扩大了
多少，身为秘书长的他也不清
楚。但他预计，蒜薹收购价格继
续走低的可能性不会太大。甚
至有些蒜农们并不太在意蒜薹
的收成，也不指望蒜薹能带来
多少收入，只要蒜苗长势好，就
仿佛吃了定心丸。

可以说，近几年来，不论是
蒜薹还是大蒜，价格都越来越
科学，因为信息越来越透明。从
2014年，金乡县就在做大蒜价
格指数平台，并于当年试运营。
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公
布生产者价格指数、储存销售
指数等数据，逐步解决大蒜价
格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些数
据让蒜农充分了解到大蒜价格
的变化情况，这样对蒜农种植、
销售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半个月后，鲜大蒜收获季
节将至，根据蒜苗长势，估计今

年的收成应该不错。但是大蒜
生长膨大期最怕高温，这么说
来，今年大蒜最终产量如何，仍
要看天气情况。

政府牵头支持蒜农
参加市场价格保险

聊城临清康庄镇种植大蒜
已有近百年历史，是鲁西北大
蒜种植第一镇，规模种植面积
达1 . 5万亩，蒜农近万人，年产
大蒜4万多吨，蒜薹550万斤，建
有肖庄大蒜专业交易市场。

为了促进大蒜产业发展，
2012年，康庄镇政府以临清市
大蒜协会的名义，申请了“临
清”大蒜地理标志商标，并成功
注册，同时引导大蒜种植大户
及冷藏保鲜企业，对外销大蒜
进行统一包装、统一品牌，成立
了由种蒜大户、冷藏企业经营
者组成的临清大蒜协会，建立
起专门的运销队伍。

协会在北京、河北及东北
三省等地区设立了大蒜销售联
系网点，康庄大蒜远销日本、韩
国和东南亚。该镇还在大蒜种
植区争取了总投资2560万元的
国家级农业开发项目，带动了
聊城农业发展。

面对近几年大蒜价格波动
比较大的情况，康庄镇政府试
行推广大蒜种植户参加市场价
格保险。2016年，该镇政府联系
太平洋保险公司，鼓励大蒜种
植户参加市场价格保险，效果
明显。今年在大蒜收获前，计划
再次协调参保。

日前，康庄蒜薹刚进入采
摘期，要持续十多天的时间，
大蒜收获还要20天左右，5月
3日，康庄镇肖庄大市场蒜薹
收购价格在0 . 9元-1元/斤之
间，同比下降1元/斤左右。最
近每天都有外地的客商来收
购蒜薹，价格虽低，但没有出
现滞销情况。

康庄镇政府相关负责人
说，针对今年的价格震荡，镇政
府正在组织种植集中的村、大
蒜协会调研，收集市场信息，同
时联系保险公司做好蒜田保险
等措施。

■蒜薹价跳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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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大蒜价格居高不下，每斤仍要八九元，造成大蒜种植面积扩大。蒜薹作为蔬菜的消费量较
小、收获期集中、农民急于出手，往年还有库存，这些都造成蒜薹价格下滑。面对蒜薹市场价格较低的
行情，有些商贩将蒜薹暂时存放在冷库里等待市场行情的好转。未来蒜薹的价格走势如何？会影响到
大蒜的价格吗？政府又该如何引导蒜农及时解困？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李岩松

“五一”过后，金乡县鸡黍
镇南吕庙村一旁的大片蒜地
里，遍地都是提蒜人，出生于
1993年的李贺是最年轻的一个。

李贺正忙活着的是爷爷
家的蒜地，共两亩多。早上8点
钟，他和姐姐、嫂子、姑姑一起
来帮忙，上午10点多，两亩蒜
地还剩下一小片。相对于种蒜
和剜蒜时的一直双膝跪地前
行，提蒜薹还算轻松些。

今年75岁的爷爷奶奶坐
在地头的三轮车上，看着小辈
们忙活，不愿回家休息。种了40
多年大蒜，爷爷奶奶都落了一
身小毛病，爷爷李庆奎患有气
管炎，前年还能撒化肥，今年
却干不动了。奶奶腰疼，弯下
一会儿就直不起来。小辈们很
孝顺，不再需要他们亲自干
了，这让他们感到很欣慰。

平时，李贺在县城里开货
车，这两天专门请假回家提蒜

薹。今年收完这季大蒜，爷爷
打算把这两亩多地给孩子们
种，自己乐享晚年。

半个小时过去，李贺等四
人都没有直起过腰，坚持到剩
下的一小片蒜薹全部提完。四
人又赶紧抱起成捆蒜薹，一捆
捆摆放到三轮车里。

蒜薹提完了，李贺媳妇抱
着不到一岁的女儿也来到了蒜
地里，媳妇照看孩子不方便来地
里帮忙。而且，她一直没掌握好
提蒜薹的方法，只要一上手蒜薹
就断，家人也不让她干了。逗弄
会儿白白胖胖的小丫头，几人一
上午的疲惫都随风消散。

把每捆蒜薹仔细摆好，车
厢里也没有了多余的地方。爷
爷奶奶骑上三轮车，李贺跟在
后面走。地头有收购商，不用
自己骑车去县城卖了，省事不
少。问完价格，李贺把蒜薹搬
到车上，顾不上回家休息，作
为年龄和辈分最小的一个，他
又帮着邻居们忙活起来。

葛新闻特写

提提蒜蒜薹薹半半小小时时没没直直腰腰

在金乡县，一位商贩正在与农户讨价还价。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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