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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宇恒

“千元一斤荔枝，两天卖断货！”近日，北京一家
商场内销售的“增城挂绿”荔枝，因每斤1049元的价
格引发热议。对于其高昂的价格和两天卖断货的
强烈反差，有网友表示质疑“荔枝而已，再好吃也不
至于卖到上千元”，也有人开始担心，这个夏天还能
不能实现“荔枝自由”。

一斤荔枝售价超千元，确实与人们惯常印象不
符。那么“增城挂绿”究竟是何方神圣？“增城”指的
是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这里产的一种荔枝品种因
果实成熟时红紫相间、一条绿线直贯到底而得名
“挂绿”。“增城挂绿”有着数百年种植史，价格高也不
是今年才有。早在2002年，产自一代母树“西园挂
绿”的荔枝曾拍卖出单颗55.5万元的天价。

当然，这其中或者也不乏营销手段和渠道品牌
的溢价，但“增城挂绿”多年来市场热度不减，显然
不是一句“炒作”能解释的。究其原因，简单说就是
物以稀为贵。时至今日，数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代母
树仅存一株“西园挂绿”。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
“挂绿”，皆是通过嫁接繁衍的二、三、四代荔枝树。
但就是算上这些，“增城挂绿”的总种植面积也不过
几百亩，平均单株产量仅有20斤左右。近年来，果
树专家也曾尝试异地扩种，但异地种植的“挂绿”，
其品质始终不被市场认可。

事实上，价格是产品内在价值的外在体现，农
产品价值是风味口感和特色文化内涵的综合产
物。价值连城的“武夷山大红袍”，世存6株、千年以
上，有谁会觉得不值呢？“增城挂绿”价格高企，既有
“橘生淮南则为橘”“挂绿在增城才是挂绿”的风味
因素，也与其所承载的岭南百年荔枝文化内涵密不
可分。与大红袍一样，都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微量的供应加独特的风味和历史文化内涵，
了解了这些，才能客观理性地看待“增城挂绿”高价
而受到市场欢迎的现象。

在这场争论中，有一方声音很小却更值得我们
关注，那就是生产者。近年来也有一些曾经“昙花一
现”的高价网红农产品，既缺少与价格相符的品质和
价值，也没有物产的稀缺性，背后更多的是商家的刻
意炒作。一些商家往往通过夸大某一产品的市场价
格和行情，营造出供不应求的虚假繁荣，然后向农民
大肆兜售种苗和技术服务，实现大面积种植，并承诺
包销售。商家倒是赚得盆满钵溢了，可这种产品，价
格高涨、行情好的时候，农民获益未必有多少；一旦没
赚头了，商家及时调头转向，但农民栽下的果树、种下
的种苗却不能说砍就砍、说拔就拔，市场起伏留下的
一地鸡毛，只有受伤的农民自己打扫。

这部分农民的遭遇也给提醒了大家。从某种
程度上来讲，高价农产品的出现是消费市场发展的
结果。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健康”，消费水平
的升级，自然会传导到前端的生产环节，于是会有
一部分农产品走向“高大上”的路线，这是市场的正
常表现，不应该受到指责。但需要防止偏离事实的
过分渲染、“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肆意炒作，特别是
以此为噱头忽悠农民跟风，助燃农民和市场的盲目
情绪，把需要实实在在经营的农业，搞成网红式一
夜暴富的“神话”。尤其是对有志试水农业的工商
资本，更不要把他们带到沟里去。否则，最终挫伤
的不只是他们搞农业的积极性，还可能是升级中的
农产品市场和产业。

说到底，农业是慢变量，不能一蹴而就。搞农
业，既要仰望消费市场升级的商机，更要低下头脚
踏实地。一方面，要帮助农民尽快找到自己的生产
定位，做好产品分级，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另一方
面，也要立足大市场，加强市场信息引导，提升产业
发展指导水平，对网红农产品和爆款农产品做足调
研、做好预警；更要加强监管，防范刻意的炒作、扰
乱市场秩序、损害农民利益。

荔枝常有，而“增城挂绿”不常有。无论是消费
者，还是生产者，不妨都冷静理性看待“千元荔枝”
的现象。既不必焦虑，也勿要跟风。说到底，每斤
售价10余元的“妃子笑”“玉荷包”等才是市场的主
流，是人人触手可及的幸福，是多数农民可以信赖
依靠的产业。

如何看待“千元荔枝”
背后的争议

市场供应有保障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
示，全国夏粮总产量为2948亿
斤，同比增长 1%，夏粮喜获丰
收。与此同时，上半年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农业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亮丽底色。

粮稳天下安。夏粮丰收，为
端牢中国饭碗夯实了基础，也为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权，
对保供给、稳预期、增信心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夏粮实现高位增产

夏粮增产不易，丰收成色十
足。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
长潘文博说，虽然北方冬麦区去年
遭遇罕见秋汛，但开春后气温回升
快，利于起身拔节分蘖；入夏以来
土壤底墒足，温差大，光照足，利于
灌浆；6月份以来，晴好天气多，利
于收获。中央财政今年支持小麦
“一喷三防”全覆盖，主产区组建了
1.8万个专业服务队，河南、山东、河
北等地灌浆时间普遍多了3天……

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
亿亩，增长0.3%，连续两年实现增
长。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
荣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国家
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扶持力
度，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稳定农
民种粮预期；二是严格实行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
任，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扩大非灾
区面积等方式稳住冬小麦播种面

积，积极扩种春小麦，夏粮播种面
积有所增长。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赵
广才表示，今年小麦生产开局不
利，前期形势十分严峻，最后能够实
现丰收，非常不易。科技在今年夏
粮增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开
展“科技壮苗”行动，促进苗情转化，
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加快
高标准农田建设，培育推广优良品
种，构建多元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促进单产水平稳步提高。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较
好，有能力应对外部冲击，端牢中
国饭碗。”国家发展改革委经贸司
副司长张国华说，我国粮食生产稳
步发展，夏粮收购呈现进度快、市
场活等特点，国内粮食市场运行平
稳，价格波动幅度远远低于国际市
场。粮食物流和应急保障能力也
显著提升。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
万劲松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全力
稳定粮食生产，加强调控稳定生猪
产能，强化蔬菜产销衔接，千方百
计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我国食品价格
平均上涨1.4%左右，远低于美欧国
家7.5%至9.5%的涨幅。夏收小麦
产量高、品质好，生猪产能总体合
理充裕，近期能繁母猪存栏还在进
一步增加，牛羊禽蛋和蔬菜水果生
产正常、供给充足，保供稳价具有
坚实基础。

不仅夏粮实现增产丰收，畜牧
业生产也稳定发展。数据显示，上
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4519
万吨，增长5.3%。其中，生猪出栏
持续增长，存栏环比增加。上半年
全国生猪出栏36587万头，同比增
长8.4%；猪肉产量2939万吨，增长
8.2%。随着市场价格持续反弹，养
殖效益扭亏为盈，养殖户生产预期
逐步好转。二季度末全国生猪存
栏 43057万头，比一季度末增加
804万头。

日前，农业农村部在河北省召
开生猪生产座谈会。与会专家表
示，当前生猪生产形势总体稳中向
好，生猪存出栏量保持稳定，能繁
母猪产能处于正常合理区域，生猪
养殖扭亏为盈。受部分养殖场户
压栏惜售和二次育肥等因素叠加
影响，6月底、7月初生猪价格上涨
幅度较大，近期震荡趋稳。由于能
繁母猪产能充足，后期不具备持续
大幅上涨的基础。

当前，猪肉市场供应总体充
足。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
示，6月中旬以来，受多重因素影
响，猪肉价格有所上涨。商务部将
继续加强肉类市场监测，及时发布
供求、价格等信息；结合市场形势，
发挥好猪肉储备的调节功能，稳定
猪肉市场。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付凌晖表示，生猪产能总体恢复
到了正常水平，价格不具备大幅上
涨的基础。前期压栏大猪会陆续
出栏，有利于增加猪肉供给。加之
相关部门加强市场调控，稳定供求
关系，将促进价格平稳运行。

“今年全县种植早稻3.09万亩，
中稻约17万亩，预计播种晚稻12万
亩。”江西省上栗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王彬说，全县调度100余台收割
机及烘干机，协调收储企业及时做
好收储，确保早稻颗粒归仓。在足
额兑现惠农政策的基础上，一些乡
镇还根据不同的水稻品种，每亩发
放50元至150元的奖补资金，鼓励
种粮大户规模种植。

南方水稻产区于7月中旬进入
早稻集中收获期，部分地区早稻适
收期较往年推迟3天至7天，农时衔
接更加紧张。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
化管理司副司长王甲云表示，各地
以早稻机收、产地烘干、晚稻机械化
育插秧为重点环节，高效组织作业
供需对接、机具调剂调配，打通农机
转运作业堵点，做好零配件和燃油
供应保障，加快机收机种速度，努力
实现颗粒归仓。

“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产量
占全年的四分之三以上。目前，南
方早稻收获过三成，双季晚稻已经
开始栽插，预计8月上旬结束，夏玉
米、夏大豆播种已经落地。”潘文博
表示，总体看，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
增，长势总体正常，丰收基础好。不
过，7月至9月是秋粮生长关键时
期，也是旱涝灾害易发期。今年盛
夏，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秋粮抗
灾夺丰收任务依然艰巨。

6月份以来，辽宁、吉林等地出
现多轮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发生
洪涝灾害；陕西、甘肃、内蒙古中西
部降雨偏少、气温偏高，局地出现旱
情，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据
气象部门预测，7月中旬一些地方
可能出现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在
前期派出5个专家指导组赴南方指
导抗涝救灾的基础上，近日又派出
4个工作组和专家组赴东北和陕
西、甘肃，指导防汛抗旱，全力夺取
秋粮丰收。

（据《经济日报》）

食品供应总体充足

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