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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丽媛 海运车厘子到货，大
家又可以像去年冬天一样大口吃便宜车
厘子了吗？据了解，由于海运、检疫等成
本增加，目前车厘子价格比较高，预计元
旦后价格会有所下降，但也很难像去年一
样便宜。

三勾车厘子150元一斤
“这种车厘子是三勾（果径30mm—

32mm）的，而且颜色很深、品相好，所以
贵。”在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南京众
彩），一款五斤装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卖750
元一盒，也就是150元一斤，商户解释，目
前进口车厘子到货量不多，大多数通过空
运过来，因此，成本比较高。不止三勾，双
勾车厘子批发价也在65—70元一斤。

12月26日，一批海运车厘子到货，价
格是不是能降下来了？12月27日，再次
探访上述物流中心，发现车厘子的价格变
化不大，十斤一盒的双勾车厘子售价
650—680元，也就是65—68元一斤。对
此，商户也有些无奈，“检疫成本涨了，海
运也涨价了。”

“预计元旦后进口车厘子价格能有所
下降。”众彩果品市场工作人员王平介绍，
由于国外疫情形势较为严峻，智利当地今
年对出口的车厘子采取了全程疫情防控
检查，导致车厘子成本增加，国际海运成
本今年也明显上涨，再加上第一批海运车
厘子量不多，到货后供不应求，种种因素
都导致进口车厘子价格较高。

进口车厘子因时令“受宠”
王平分析，预计元旦后，车厘子价格

会开始下降，后期单勾车厘子约30—35元
一斤，双勾车厘子约35—40元一斤，三勾
车厘子约45—50元一斤。不过，去年受疫
情影响车厘子价格大跌，单勾车厘子只要
18元一斤，今年很难达到这样的低价。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目前中国已经成
为智利车厘子最大的市场，去年年底到今
年年初，智利20万吨车厘子大多数都销
往中国。为啥进口车厘子这么受欢迎？
国产大樱桃不香吗？其实，这主要是源于
时间差，智利位于南美洲西南部，种植的
车厘子刚好在元旦、春节“两节”期间大批
上市，而国产大樱桃春节后才能上市。“两
节”期间，大家走亲访友都喜欢买些价格
高、品相好的水果作为礼物，才让车厘子
“独得恩宠”，到了春夏季，国产水果种类
多、价格便宜，进口车厘子、包括国产大樱
桃就都失去价格优势了。

今年进口水果都不便宜
据了解，不止车厘子，今年多种进口

水果都不便宜，而原因不尽相同。
在众彩，一款“白雪公主”品种的白色

草莓卖160元一盒，盒中只有16颗草莓，
也就是一颗草莓10元，而另一款“白色恋
人”，更是卖到了200多元一盒。“主要是
新奇，卖的不多。”经营草莓的商户坦言，
进口的白色草莓其实甜度不如南京本地
产的红色草莓，但是颜色罕见、名字浪漫，
一般年轻情侣间送礼物会买。

火龙果、菠萝蜜等进口热带水果也涨
价不少。王平表示，目前我国对进口水果
的检验检疫较为严格，入关慢、损耗大，而
来自广西、海南等地的国产热带水果还未
大量上市，导致市场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
情况，这两种水果的价格都翻了一番。

车厘子等进口
水果齐涨价

本报讯 王金虎 近期，不少消费者
表示，今年的生姜便宜了。数据显示，
12月23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生姜价格为5元/公斤。从整月来
看，11月份月平均价格为5.22元/公斤，
连续四个月下跌。在生姜重要产区的
山东省昌邑市，昌邑市大姜协会会长高
洪侦记录这几年生姜价格波动的情况：
2016年3.0元至3.6元/公斤，2017年7.8
元至8.2元/公斤，2018年7.6元至8.2
元/公斤，2019年6.8元至7.6元/公斤，
2020年18元至20元/公斤，当前1元至
5元/公斤。

产量增加是重要原因

要了解生姜价格为何下降，还要从
去年生姜价格大涨谈起。山东省济南
市莱芜区万兴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郭海勇认为，去年涝灾导致生姜产量下
降，库存低，市场供应少，连老姜价格也
在涨。

对于今年生姜价格回落，山东省安
丘市农业农村局蔬菜科科长张中华分
析认为，价格主要由供需关系决定，今
年产量明显比去年增加不少，供大于
求，价格自然回落。“去年生姜价格达到
高位，种植生姜一亩地纯利润在几万
元，高利润刺激种植户增加面积。”

高洪侦分析认为，从今年4月份开
始，生姜价格出现下跌，主要有三方面
原因。一是种植面积和产量“双升”。
连续7年生姜持续高价，提升了姜农种
植积极性，全国种植总面积从每年的
400多万亩到2021年接近900万亩，加

之生姜普遍增产，导致今年生姜价格出
现较大幅度下滑。

此外，由于2020年后期交易价格
持续上涨，使得农户产生惜售情绪，手
中货源量较往年同期偏多。临近生姜
收获，姜农要倒姜窖放新姜，农民大量
卖出，市场供应量集中，销地市场跟不
上，生姜价格回落较多。

二是生姜出口量锐减。当前，疫情
还在全球蔓延，出口运输行业面临巨大
挑战，海运费用不断上涨、集装箱供应
短缺、船期拖班、检疫工作的严格以及
运输、装卸员工的缺口，使得整体运输
时间有所延长，外贸订单大幅减少。咨
询生姜出口大市的情况，出口较往年减
少约70%。

“终端市场需求未见明显利好情
况，是第三个原因。”高洪侦说，今年交
易状态一直是随购随销的情况，整体走
货速度、走货量约是往年的三分之二，
相同货源量进货，销售时间有所延长。

种植户如何应对

姜葱蒜是做菜的调味品，用量不
大，大多数人对其价格也并不敏感，但
对于广大种植户来说，生姜价格变化却
是件大事儿。

济南市莱芜区生姜主产区大王庄
镇瓜屋子村生姜种植户吴刚前几年发
了“姜”财，今年情况却不乐观。“按照亩
产量10000斤来算，今年亩
均收入最高也就7000元至
8000元，这一年的投资与收
入基本持平。”他说。

安丘市凌河镇山后屯村种植户刘
衍谭是远近闻名的种姜老把式，他表
示，去年他种了4亩生姜，眼看价格待
续走高，今年扩大到了14亩，没想到价
格会持续走低。

“生姜价格剧烈波动对种植户影响
较大。”昌邑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冠仓
说，由于生姜种植前期资金投入较大，有
些姜农还是贷款投入，对于上百亩的种
植大户来说损失不小。按照目前行情
看，明年生姜种植面积可能会减少。

不过，刘衍谭表示，明年自家的种
植面积基本不会减少。他说，自己种了
十几年，大风大浪都见过，十几块钱一
斤卖过，几毛钱一斤也卖过。“我还入了
保险，保护价1.38元，低于这个价，保险
公司也会补偿。”

防止价格大起大落

如何防止生姜价格大起大落？李
冠仓说，生姜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种
植面积过大，供大于求造成的。建议国
家层面加强对该产业的指导及引导，农
业部门在相关网站及时发布生姜产业
相关信息。

同时，他还建议，应加大生姜深加
工力度，研发生姜新产品，延伸产业链
条，缓解供需矛盾，降低市场需求波
动。开拓培育国外市场，加大出口力度
也是一种有效途径。张中华解释说，虽
然生姜出口量 占 比 并 不
大，但是对稳 定 价 格 有
积 极 作 用。

□ 乔金亮

守好“菜篮子”，有必要从市长、农民、
市场三个角度，寻找更多有效工具和创新
手段，让各方都有“金扁担”。市长要把责
任落实到位，统筹抓好生产、流通、调控工
作；农民要把更多科技应用于农业；市场
要用好价格保险等工具，减少对产业链的
不利影响。

元旦春节两节临近，“菜篮子”保供
稳价颇受社会关注。日前，山东省推出
“菜篮子”高质量发展指数，覆盖生产加
工、市场流通、绿色安全等维度，成为全
国首个评价“菜篮子”综合发展水平的
指数。守好“菜篮子”，有必要从市长、
农民、市场三个角度，寻找更多有效工
具和创新手段，让各方都有“金扁担”。

目前看，今冬明春我国“菜篮子”产
品供给总量是有保障的。据监测，全年
主要蔬菜品种长势正常，面积和产量都
有所增加。7个南菜北运大省和6个设施
蔬菜重点省在田蔬菜面积均比上年增
加，11月以来天气条件总体有利，伴随产
量增加，价格已经回落。此外，全年猪肉
产量大幅增加，牛羊肉、禽肉、奶类产量创
历史新高，水果、水产总量充足。可以说，
从全国来看，“菜篮子”供给是充足的。

市长要扛起“金扁担”，把责任落实
到位。近年来，菜价大幅波动固然有客

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但是也有
部分因素是一些地区“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弱化，菜地
规划面积不够、实际面积下
降，生产组织程度偏低，流
通设施能力不足，造成蔬菜自给率
过低。这加剧了价格的大起大落，使
农民“卖菜难”和居民“买菜贵”并存，
这些问题在北方部分大中城市的冬春
季节尤其明显。

对市长来说，要更重视“菜篮子”工
程，统筹抓好生产、流通、调控工作。生产
上，各城市都要有一定的自给能力，保有
一定的在田面积。南菜北运地区要发挥
光温优势，增加调出量；北方设施蔬菜地
区要稳定优化设施，确保本地供应；城市
郊区要提早安排当家品种生产。流通
上，畅通从田间到市场的各环节，帮助流
通企业与生产基地稳定对接，做好地菜
与客菜、北菜与南菜、设施菜与露天菜之
间的轮换和衔接。调控上，完善主要品
种的储备调节机制，加强应急保供能力
建设，并在菜价过高时适时补助低收入
群体。

农民要挑起“金扁担”，把更多科技
应用于农业。当前，我国蔬菜生产机械
化率比较低，良种推广应用也远远不
够，抵御自然风险能力弱，加之难以获
得及时的农业信息监测预警，容易陷入

“多了多，少了
少”的怪圈。要以机械化减
少人工成本，以良种化提高产出效率，
以信息化增加决策的前瞻性。以多元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弥补一家一户生产
的短板，增强菜农的整体竞争力，实现
主产区蔬菜产业集约化发展。

市场要铸起“金扁担”，用好价格保
险等工具。在一定意义上，价格波动不
可避免，这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但
是，也要顺势而为，用好金融工具，减少
对产业链的不利影响。蔬菜价格指数
保险是一种政策性农险，已在部分地区
推广，利用菜价高于目标价格时的保险
结余，弥补菜价低时农户的损失，确保
种植户有最低收益，从而保证市场供应
量。以海南为例，保费财政补贴90%，
农户自缴10%。今年以来，仅人保财险
就已助力海南18个市县菜农获赔1.21
亿元。可以预期，随着蔬菜生产日益专
业化，全国很多蔬菜专业户或合作社都
有参保需求，保险机构不妨把握机遇。

生姜价格连续下跌
产量增加是重要原因

海运、检疫等成本增加

守好“菜篮子”要有“金扁担”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