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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大葱丰收

两毛一斤无人购

元旦后，张世海一直在他的

葱棚附近转悠，希望能遇到外地

的葱商来收葱。他告诉记者，往

年 11 月份的时候，葱商们都会

提前预付定金，然后开车到地头

把葱拉走。但现在供销旺季已经

过去一个月了，还没有来过一个

葱商。大棚里的大葱长势喜人，

他却一筹莫展。

和张世海同村的韩宝川种

了两亩大葱。他告诉记者，这两

亩大葱以每斤 2 毛钱的价格卖

掉，也要赔 3000 元。他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种植一亩日本铁葱，

购买肥料、种子、大棚等需投入

成本 3500 多元，如果按照目前 1

毛/公斤的收购价，亩产保持在 1

万斤左右，每亩要赔 1500 元钱。

“就算每亩赔 1500 元也得

卖。不卖的话也得全部刨出，不
然会耽误下一季作物的种植。”

村民张传银无奈地说，日本铁葱

是鲜葱，不易储存。

韩宝川告诉记者，再过十几

天，自己的大棚就要开始种西瓜和

甜瓜了，“春季前大葱要是还卖不
完，我们就只能全部刨出扔掉。”

韩宝川所在的高家围子村
共有 50 多个葱棚，种了五六十

亩铁葱，到 1 月 4 日，全村的大
葱一点也没有卖。

像高家围子这样的村在费

县方城镇有 40 个，一共种植了

近 2000 亩大葱，2010 年长势良

好，每亩约产 1 万斤，今年全部
出现滞销。

市场信息不畅

供求严重失衡

费县义德瓜菜合作社的刘

义德觉得，导致今年“卖葱难”的

主要原因是供求严重失衡。

2009 年，大葱的行情很好，

一斤能卖到 2 元钱，这点燃了菜
农的种葱热情，全国种葱面积大

幅增加，再加上 2010 年秋季温

暖、少雨，促成了大葱丰收，致使

供求严重失衡。大葱卖不出去，

进一步压低了大葱的市场价格，

与去年相比，大葱价格最多跌了

六成。

刘义德说，由于信息不畅，

农户不能和市场需求实现对接，

大部分农户并不是根据“市场需

求什么我种植什么”的原则为指

导安排种植，而是仅凭经验为
之。

“因为行情好，农户会扩大

种植面积，第二年丰收导致供过

于求价格大跌，农户于是又减少

种植面积，又导致价格大涨。”这
些年，时常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农户仿佛陷入了价格循环的怪

圈。

种葱多年的韩宝川告诉记

者，由于这几年大葱行情不错，

从 2010 年开始他把种植面积由

一亩增加到两亩。他说，他们村

像他一样的村民有很多。但是他

们没有想到，今年大葱供大于求

的现象如此严重，导致大葱丰产
不丰收。

韩宝川说，为了避免重蹈覆

辙，他打算明年减少种植规模，

只种 1 亩或者干脆不种了。

难帮农户规避风险

合作社陷入尴尬

对于普通农户来说，为了规

避风险，最好的方法是加入合作

社，抱团闯市场。

费县是有名的农业大县，农

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 500 多

家，但是很多合作社结构松散，

现实作用极为有限。

农户刘义德和韩宝川一起发起
成立了费县义德瓜菜合作社，通过

上网发布消息等手段，集中向外地

推销当地蔬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是，由于大多数合作社成

立之初不会和农户签订合同，也

没有规定社员的权利义务，所以

多数农户只是在农作物快要上

市时，到合作社报个产量。

“现在的合作社更像一个中介，

没有真正帮助农户规避风险。”刘义
德说，由于合作社和农户之间缺少

合同约定，他们没有权利对农户提

出强制性要求。他告诉记者，受前两

年大葱行情的影响，2010年农户纷

纷扩大种植规模，5 月份葱种出现

供不应求的现象，价格从 80 元/袋

一直涨到 200元/袋。

当时，他根据经验推测，

2010 年大葱有可能出现滞销，曾

提醒过农户控制种植面积。但

是，受两年好行情的刺激，农户

种植大葱的热情依然很高。

“合作社应该根据市场的实际

情况帮助农户调整种植作物和种

植面积。但是，我们也不敢贸然建

议或者强制村民改变种植计划。”

刘义德深知目前合作社的处境很

尴尬，但是他同样感到无奈。

地方特产

期待品牌搭桥

费县农户普遍种植的大

葱品种是日本铁杆大葱，和目

前有名的章丘大葱是同一品
种。由于土壤以及气候等原

因，口感和章丘大葱不太一
样，但质量并不比章丘大葱
差。

费县虽然是传统的大葱产
地，但仍然以松散、自然的种植

模式为主。农户自己“跟风”种，

生产成本偏高，品种单一，抵御

市场风险的能力有限，一旦市场

出现波动，丰产不丰收就成为必

然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提供优质大
葱，丝毫不比章丘大葱差。”面

对费县大葱严重滞销而章丘大
葱却高价热卖的现实，费县义
德瓜菜合作社的负责人刘义德

意识到品牌的力量。长久以来，

费县一直以大葱传统产地自

称，却没有真正把费县大葱培

养成品牌。

滞销的事实表明，“费县

大葱”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创
出让人信赖的品牌。这些问
题，可以通过为菜农引进新品
种、推广新技术等方式，逐步
扩大优质品种的种植比例来

解决。

“我们正在考虑向‘章丘大
葱’学习种植技术和经营模式，

把费县大葱培养成响当当的名

牌，并且争取能够实现农超对

接。”费县农业部门的有关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

解决卖葱难，还有几道坎
——— 费县大葱滞销带来的思考

“用事实说话，识百姓冷暖。读

沂蒙民情，解农户之忧。”17 日下

午，本报收到了费县方城镇葱农韩
宝川、刘义德送来的锦旗和一封充
满感激的感谢信。

费县葱农在感谢信中写道：

“由于齐鲁晚报、鲁南商报的努力

帮助，费县大葱的销售压力得到了

缓解，真心感谢鲁南商报记者不怕

艰辛劳苦，奔波于田间地头深入细

致地采访，不畏数九严寒，活跃在

大街小巷为我们联系销售。关注民

生，为百姓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

支农惠农，让百姓真真切切地得到

实惠！”

1 月 4 日，本报记者赶往费县

方城镇高家围子村地头了解费县

大葱滞销愁煞菜农的情况。为帮助

菜农渡过难关，6 日，齐鲁晚报和
鲁南商报联合向市民和企业发出
倡议，参与购买“爱心葱”，奉献爱

心。

“大家来买爱心葱”倡议发出
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从普
通市民到爱心企业，从临沂到济

南，全省掀起了认购“爱心葱”的热

潮，甚至来自河南等地的外省批发

商也来到费县田间地头。

目前，通过本报认购和全国

各地菜商到地头采购，费县上冶

镇千亩大葱已经售出三分之二，

“爱心葱”也已经售出了 3000 余

吨。按照这个速度，春节前全镇的

大葱都能有望解决。此外，“爱心

葱”不仅打开了销路，而且也抬高

了大葱的价格，每斤价格比滞销

前上涨了 4 分钱左右，成为费县

大葱的新招牌。

从 2011 年 1 月 4 日开始，我

们开始对费县方城镇大葱全面滞

销的现象进行了报道，并且号召市

民、企业和团体认购“爱心葱”，为

葱农排忧解难。消息见报后引起了

广泛关注，不仅爱心市民、爱心企

业纷纷认购“爱心葱”，全国各地的

客商也来到费县订购大葱。

在本报的呼吁下，十几天的时

间里，费县大葱由原来的严重滞销

开始被各地客商纷纷抢购。

一样高质量的大葱，为什么在

报道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差别？这不

禁引起了记者的思考。

在采访中，菜农和记者说的最

多的话是“我们在等外地的客商来

拉葱”，几乎所有的菜农都没有自

己出去找门路的打算。

一位葱农告诉记者，再过 20

天就要开始耕地种西瓜，如果大葱

卖不出去的话，他们除了打算把大

葱拔出扔掉也没有想出其他办法。

消极等待的销售思维将费县大葱

禁锢在“地方特产”狭窄的圈子里。

村民叫苦不迭的原因是信息

闭塞，弄不懂行情，他们常常在自

家的生产圈子里打转。

有关部门不知是否可以为农

民建立农产品生产销售预警机制，

根据农作物的种植规律和价格规

律对农民的种植计划进行引导，根

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以减少农民

种植的盲目性，走出“跟风”伤农的

怪圈，不再让菜农经历丰产不丰收

的煎熬。

“读沂蒙民情，解农户之忧”

费县葱农感谢信

充满感激

近期全国大葱行情走低，

部分地区大葱出现滞销现象，

这对章丘大葱种植户冲击并

不大，虽然价格也出现下降，

但降幅不大，行情基本稳定。

究其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

素质成就品牌。章丘在

大葱主产乡镇设立分会，以

协会为主体，推动实施标准

化生产，凡是使用“章丘大

葱”标识的，全部由协会统一

包装销售。并且建立农产品

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站，

实行信息联网，严格监控。凡

是上市销售的大葱，都必须

通过农产品安全检测，并公

开检测结果，不合格的产品

一律不得使用章丘大葱的任

何标识和包装。

销售网络完善。目前章

丘市已在主产区建设了 12

个大葱专业批发市场，产品

销往北京、上海、重庆、内蒙

古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

区，有两个专业合作社甚至

在北京等地建立摊位，实行

合作社直销。销售时，大葱还

要细分等级，细分市场。

经过几年的培育，章丘

大葱的品牌已经打出去，现

在集大葱产地证、绿色 (有

机 )食品认证和产品商标证

“三证”于一身，进入市场

后，“名牌大葱”很快博得了

消费者的青睐，其价格也大

幅上扬，是普通大葱的 3-5

倍。

推进农超对接方式，以大

葱精包装推动产品的提档升

级。以 10 斤一盒的礼盒葱为

例，在北京等地卖出了 45 元

到 60 元的高价，并且价格一

直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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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大葱从“地方特产”到“知名品牌”之路

本版文/图

本报记者 马峰 海蒙 王璐

“贵贱没人要”的大葱卖出去了！眼看着地里的葱一天比一天少，费县方城镇高家围子村葱农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来。这与 1 月 4 日记

者第一次到这里所看到的葱农们唉声叹气的愁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来，“卖葱”并不难，难的是没有一个连接葱农农与市场的桥梁，没有一

个叫得响的品牌市场。今年，卖葱难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明年以至更远的将来会不会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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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4 日，方城镇一葱农走

在仍没有收获的葱地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