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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特别关注

每年有三个月蔬菜集中上市，价格监测数据显示

白萝卜几达17 年来最低价
本报记者 杨淑君

蔬菜价格周期就像钟摆，有高峰也有低谷。专家表示，目前由于蔬菜种植
类型已经由原来的单纯露天种植，发展到现在冬暖棚、大小拱棚、地膜覆盖和
露地栽培等多种模式。集中上市的品类、数量等也更加复杂化。根据近年来的
规律， 4 月、 10 月和 11 月是多种蔬菜的价格低谷，人为调节，提早或者推迟上
市才能避免“菜贱伤农”。

价格走势>>

白菜、萝卜或创价格新低

聊城市物价局价格监测信息
中心胡荣霞说，根据多年采集的数
据，蔬菜价格变化的规律就像钟
摆，总是在最高峰两侧变动。结合
聊城各县市区的种植情况，自
1995 年至今，价格监测信息中心
一直在连续监测本地大白菜、白
萝卜、黄瓜和西红柿的价格。

28 日，记者从市物价局提供
的数据图表发现，自 1995 年至
2011 年，白菜价格在 0.2 元/斤和
1.0 元/斤之间波动， 2007 年到达
最高峰。自 2008 年至今，白菜价

格已持续下降， 2010 年重返 1991
年的最低谷 0 . 2 元/斤之后，今年
缓慢回升到 0 . 25 元/斤。而白萝
卜价格在 2008 年到达最高峰0.84
元/斤，至今一直在下降，目前的
监测价格为 0 . 3 元/斤，与 1995
年以来的最低谷 0 .185 元/斤已相
差无几。

黄瓜价格在 0 . 215 元/斤和
1 . 78 元/斤之间变动。 2009 年达
到最高峰 1. 78 元/斤， 2000 年价
格最低谷是 0 . 215 元/斤， 1997
年、 2004 年至 2006 年、 2008 年

至今的价格在 1 元/斤以上，其余
年份均在 1 元/斤以下，而且价格
一般持续爬坡三年后，就会趋于
平缓或落入低谷。从图标看，西
红柿的价格 2 . 1 元/斤已经达到
1995 年以来的最高峰。

市物价局工作人员分析，根
据连续多年的价格走势，白菜和
白萝卜价格很有可能已经到达最
低谷，今后可能到了上涨周期，
而黄瓜价格已经在缓慢下降，西
红柿价格过高，如果不能继续保
持，就到了降价周期。

蔬菜种植>>

单看种植面积不能决定菜价

聊城市蔬菜办副主任孙玉杰
告诉记者，近几年，聊城蔬菜种
植面积一直保持在 300 万亩左
右，其中冬暖大棚 50 万亩左右，
大中小拱棚 150 万亩左右，占到
蔬菜种植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
余三分之一为露天种植。

“聊城的蔬菜种植面积并不
能 决 定 当 地 市 场 上 的 蔬 菜 价
格。”孙玉杰说，连续几年来，
聊城的蔬菜已经由最初的自产自
销，转变为销到全国各地，有些
蔬菜甚至运往海外，只有综合考
虑全国的蔬菜种植面积和蔬菜供

应量，才能预测聊城的蔬菜价格
走势。

“其实这一点从莘县蔬菜批
发 市 场 上 的 价 格 就 可 以 看 出
来。”孙玉杰说，目前聊城城区
并没有成规模的农贸市场，市区
较大的光明农贸市场也只是一个
内销市场，而很多蔬菜通过莘县
的大型批发市场运往全国各地，
城区内销价格经常没有莘县批发
市场上外销的价格高。

孙玉杰说，有关的调查数据
表明，自 2002 年至今，种植冬暖
大棚蔬菜的农户绝大多数都在赚

钱，只有少数农户因为管理不
善、未掌握技术或者没有及时销
售出去而赔钱。另外，自 2005 年
至 2010 年底，各种蔬菜的价格基
本上都以 20% 的速度增长，经营
大中小拱棚的的农户基本上都在
赚钱。

“种植蔬菜大棚还是赚钱
的，这也是今后蔬菜种植发展的
趋势。”孙玉杰说，种植温室大
棚，逐步成立大的专业合作社，
统一购买农业机械、统一管理、
统一进行技术指导，既能节约成
本，又能培养品牌。

专家支招>>

露天菜上市 避开低谷可卖好价钱
孙玉杰介绍，相对于温室大

棚和大中小拱棚，露天种植的蔬
菜风险性要高很多。每次价格出
现价格较大波动，几乎都是露
天蔬菜集中上市的季节。

孙玉杰说，每年一般会有
三个时期的价格低谷，露天种
植最好避开这些低谷。每年 4
月中下旬到 5 月上旬，全国各
地的叶菜集中上市，所以在 4
月 15 日之前，中小拱棚里面的

菜必须销售完毕，才能保证露
天菜卖上好价钱。每年 10 月 1
日即农历中秋节前后种植的大
白菜，如果全国气温偏高，白
菜会集中上市，而这个时节的
白菜储存期短，如果销售不
畅，将会出现价格低谷。

此外，在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种植油菜，如果赶上全
国气候条件较好，全国种植面
积又大，南北方菜同时上市，

价格肯定很低。“ 2004 就是这
种情况。”孙玉杰说，当时的
油菜价格低到一毛钱甚至几分
钱一斤。

孙玉杰建议，只要稍微向前
或者向后几天种植这几种蔬菜，
不赶在集中上市时间，就可以卖
个好价钱。“现在的技术条件已
经完全可以达到。”孙玉杰
说，这不仅要求菜农“用心”
种菜，更需要有关部门的指导。

瓜菜从“地头”直接上“餐桌”
莘县一年两次农超对接会，菜农免受菜价“折腾”

本报聊城 4 月 28 日讯(通讯
员 李连民 刘黎辉 记者
谢晓丽) 近日，在全国蔬菜跌
声一片的情况下，莘县瓜菜却保
持了比较稳定的价格，来自全国
的不少超市到莘县拉蔬菜。经核
算，该县售出的瓜菜每斤至少比
县外市场高0.02 — 0 .06 元，这
主要得益于农超对接。

4 月 25 日，在莘县燕店镇
绿博园农业生产基地内，来自上
海江桥市场和北京华普超市的
客商们正在忙着收购辣椒、冬
瓜、小西红柿、豆角、香瓜等，当
天收购各种瓜菜 15 吨。基地负
责人刘增民说，这是与合作社合
作建立的 500 亩标准化种植基
地，从种苗、管理、农资、销售提
供一条龙服务，瓜菜安全、价格
稳定，年销售瓜菜 300 万斤。

记者了解到，莘县瓜菜菌种
植面积近 90 万亩，总产达 287
万吨，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著名
的“菜篮子”和“生态果园子”。为

保障如此大规模的瓜菜菌外销，
莘县坚持每年举办春、秋两次

“农超对接会”。目前该县有 627
个经纪人协会专业合作组织，经
纪人协会及时收集各地经纪人
反馈回来的信息，为菜农们提供
市场行情信息。同时，销菜由“协
会”统一调配，价格统一，以质论
价。

莘县多种经营办公室主任
翟广华介绍，农民分茬分批种
菜，各种瓜菜的育苗时间至少
比其他菜区早十几天，蔬菜按
不同时节依次上市，既避免了
集中上市，又保证了蔬菜常卖
常鲜。

莘县县委书记王勇说，内
部稳定产品数量与质量安全，
外部扩大流通渠道与销售门
路，通过基地建设、标准化生
产、农超对接、品牌打造等手
段，让莘县的瓜菜直接从“地
头”走向“餐桌”，把餐桌安
全与农民致富有效对接起来。

图表从上到下依次显示了 1995 年至 2011 年 4 月以来，白萝卜、
大白菜、西红柿和黄瓜四种蔬菜的价格走势图。 杨淑君 制图

菜农在大棚里管理蔬菜。（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