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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大观

□□ 赵德斌

早就听当地人讲，安徽省庐江县冶
父山镇幸福村的双山有个远近闻名的生
态养鸡场，出产的土鸡蛋除了供应庐江
周边市场，还通过电子销售平台，销往全
国各地，带动了全村产业发展。近日，在
冶父山镇畜牧站站长张辉明的带领下，
笔者进入茂密的山林深处，来到辉农生
态养鸡场。

随着养鸡场负责人李少春的一声声
召唤，一大群土鸡从林间飞奔出来，聚拢
过来啄食起地上的玉米谷粒。李少春
说，在松林里散养土鸡，鸡可以在树下啄
食小虫、杂草等天然饲料，产出的土鸡蛋
自然比普通的商品鸡蛋要好得多，从而
成了远近市民的“抢手货”。

说话间，他随手从鸡舍里拿起一个
鸡蛋。小小的鸡蛋从形体上与超市里的
鸡蛋并无不同，但颜色却不大一样，硬硬
的鸡蛋壳呈现出淡绿色。李少春解释：

“山里放养的鸡吃的草多，其体内叶绿素
比圈养的鸡要多，所以鸡蛋便呈现淡绿
色，市场上稀罕得很。”

“虽然鸡蛋品质好，但销售渠道不
畅通，‘酒香也怕巷子深’。”李少春回

忆，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加上缺少
物流等配套产业，增产却换不来增收，
土鸡蛋一度面临“好货卖不出好价”的
窘境。提起这个话题，李少春时至今日
仍心有余悸。

为改变这一现状，李少春决定在朋
友圈里做推广销售土鸡蛋的尝试。

让李少春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则朋
友圈代售鸡蛋的小消息引起了广泛关
注，不少朋友替他点赞和转发，有的朋友
还主动加入到推销鸡蛋队伍中。“不到半
天时间，养鸡场的 5000 多个鸡蛋就销售
一空。”

“眼下，我们的绿壳鸡蛋卖到 3块钱
1 个，而且供不应求。”自从把土鸡蛋“搬
到”网上后，辉农生态养鸡场的鸡蛋迅速
变身“网红”产品，成了“金蛋蛋”。

无独有偶，与幸福村双山相隔不远，
位于冶父山镇罗岗村四十担山上的徐记
土鸡养殖场，也从“触电”中获得明显的
经济效益。

徐记土鸡养殖场的“掌门人”徐晓霞对
笔者说，她经常通过小小的手机屏，向观看
直播的网友们宣传自家出产的土鸡蛋。

为了让顾客放心，徐晓霞把土鸡的
养殖情况和鸡蛋捡拾、清洗、包装发货等

一系列过程用手机拍下视频发给客户，
让顾客明明白白地消费。

在徐晓霞的朋友圈里，笔者看到有
40 个交流群。“我老公也有 20 多个微信
交流群。”徐晓霞介绍说。最近几年，徐
晓霞通过微信朋友圈每天至少能成交30
笔生意，平均每天销售额在3000元左右。

尝到甜头的冶父山镇石山社区卓逸
家庭农场负责人陈磊笑着说，通过微商
形式销售土鸡蛋，不仅知名度打开了，客
户的订单也多了起来。

陈磊说：“我的土鸡蛋现在都卖到省外
了，还有点供不上，顾客对鸡蛋评价很高。”

张辉明告诉笔者，冶父山镇属典型
的丘林地区，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林
下养鸡的习惯。

通过线上营销，冶父山镇 2018 年销
售土鸡蛋240多吨，销售额逾4000万元，
带动当地收购价格较前两年上涨 20%以
上，参与农户户均增收5000多元，甚至还
出现过“一蛋难求”的局面。当地还通过
大力培养村级电商合伙人、新型农业经
纪人等方式，帮助农民就业增收。目前，
以“订单农业”方式合作的本地养鸡户达
1200户、4100余人，其中 347户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近日，浙江省仙居县迎来杨梅采摘和销售旺季。为保持果肉的新鲜度，果农
们通常在凌晨上山采摘杨梅，抓紧时间分拣、装运，及时供应市场。据了解，仙居
县杨梅种植面积13.8万亩，投产面积12.5万亩，2018年总产量9万吨，产值6.67亿
元。图为6月27日果农（前左）在仙居县一市场叫卖杨梅。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庐江：网红土鸡蛋成致富金蛋蛋

分析预测

记者调查

6月27日，甘肃省敦煌市月牙泉镇合水村农
民将采摘的李广杏装筐。近日，月牙泉镇的李广
杏陆续成熟，当地农民抓紧采摘供应市场。

新华社发 张晓亮 摄

□□ 颜征华 本报记者 郝凌峰 文/图

“芒种麦上场，农民夺粮忙。”小麦
收割接近尾声，河北省任县 36.5 万亩
的麦田里正悄然发生着新变化，夏粮
恢复性增产，小麦产量质量双提升，农
民腰鼓粮丰；新现象、新服务，农民种
地越来越轻松；赶市场，看需求，农业
有了新奔头。

产量高、质量好
小麦增产又增收

眼下正值“三夏”的关键时期，武
书申正忙着给夏玉米浇水，以保证有
充足的水分，满足夏玉米生长需要。

今年 56 岁的武书申，是任县北甘
寨村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与土地打
了 30 多年交道，是种庄稼的“好把
式”。去年，他扩大种植规模，承包了
200余亩土地种植小麦、玉米。

“今年的小麦粒大、色黄、饱满，再
加上风调雨顺，我种的 200 亩小麦，平
均亩产 1100 多斤。”提起今年的小麦，
武书申高兴得合不拢嘴。武书申说，
今年种植节水高效的小麦品种，小麦
产量高、质量好，卖的价钱不错。

任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也是河北
省的小麦、玉米高产区，先后被国家评
为“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县”和“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县”，素有“冀南粮仓”之称，今
年全县小麦种植面积达36.5万亩。

“今年小麦长势良好，亩穗数、穗
粒数和千粒重均比上年有所增加。”任
县农业农村局生产科负责人郭现忠
说，为了确保夏粮丰产丰收，任县积极
推广节水小麦品种，大力实施农机深
松、播后镇压、科学浇水等配套技术，
实现小麦节水稳产。

武书申算了一笔明细账：“今年种

植的小麦每亩比去年多打200斤，按每
斤小麦 1元多钱计算，每亩增收 200多
元，200多亩至少多收4万多元，真是一
个丰收年！”

河北省任县省级粮食储备有限公
司副经理郑志辉介绍，今年中等质量
小麦价格虽比去年每斤低 0.03 元，但
与去年相比，今年小麦普遍产量高、质
量好，小麦多以一等小麦的价格出售，
实际卖价不降反增，比去年小麦价格
每斤还高出0.01元。

“高质量才能卖出好价格，企业更
希望收售优质小麦！”郑志辉说，粮食
收购已经趋于市场化，优质优价是生
产销售粮食的大趋势，这就要求农民
不断提高粮食种植的质量标准，不仅
追求产量提升，更要生产优质粮。

武书申说，现在化肥、农药价格
高，一家一户分散种植粮食成本高，规
模化种植能提高种植效益。他希望国
家多出台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好政策，
期盼粮食价格涨幅跟得上物价上涨的
水平。

小麦地头直接卖
售粮款分分钟进口袋

走进任县西固城乡路二村，一家
一户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农家小院、屋
顶看不到农民翻晒、晾晒小麦的痕迹。

“小麦不进家，地头直接卖，售粮
款分分钟就装进了口袋。”村民乔志军
说，现在夏收清闲得很，小麦收割全程
机械操作，麦收经纪人在家门口收购，
小麦直接变现金，节省人力、物力，也
让种地变得更轻松。

路二村是个典型的农业村，全村
1400余口人、2400多亩土地，村民以传
统的农业种植和外出打工为生。平
时，年轻人多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大

都是老人和孩子。
“过去，谁家存粮多，家底就殷实；

现在，谁家存粮多了，就是给自己找麻
烦。”乔志军说，收割、晾晒、卖粮，都是
繁重的体力活，着实让人发愁。如果
赶上阴雨天，家里缺人手来不及遮盖，
一季庄稼就泡了汤。每家每户都屯小
麦，不仅缺场所，还不懂技术，小麦容
易霉变，还要承担市场价格下调带来
的风险。“现在乡亲们大都把粮食粜
了，再买着吃。”

乔志军算了一笔经济账，小麦存储
去掉水分重量，到年关再出售未必增
收。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往返一趟
光路费就得千把块钱，还不算请假耽误
的工钱。小麦直接从地头卖给麦收经
纪人，一斤虽少卖两三分钱，但减少了
运输、晾晒环节，节省了人工成本。

郭现忠介绍，作为农业大县，随着
农村劳动力的逐渐转移，外出打工人
员日益增多，每到农忙时节，农村劳动
力缺乏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随着机械
化水平不断提升，收割、运输、播种形
成一条龙式机械化服务，小麦可以直
接销售给附近经销商，而经销商通过
收、售小麦从中赚取差价。

麦收经纪人吴计房告诉记者，麦
收期间，他每天能收购八万多斤小
麦。这样，既能帮助乡亲们减少存储
带来的不便，为他们外出打工省出了
时间，又可以为自己增加收入。

如今在任县，一家一户晾晒储存
小麦的习惯正在悄然转变，农民变习
惯性储粮为集中性售粮。

签合同提前锁定售价
订单小麦鼓了农户钱袋

别人都在为小麦能否卖个好价
格发愁，而任县种粮大户白利军却早

早就为种植的 1000 余亩小麦找好了
“婆家”，小麦还未收获，就早早被订
购一空。

“今年种植的小麦属于优质强筋
小麦新品种，具有高产、稳产、分蘖力
强、适应性广的特点，面团稳定时间
长，蛋白质含量高，特别适合生产优质
面包，生产管理上没有特殊要求，适宜
大面积推广。”说起种植的优质强筋小
麦，白利军乐得合不拢嘴。

“只要用心种出品质好的小麦，
农民就不愁卖不到好价钱。”郭现忠
说，一边是群众不知道种什么，一边
是企业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根本原
因是产销结构不合理。调整和引导
农民种植优质麦，是农产品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针对产销衔
接不通畅问题，任县利用气候、土壤
等特点，积极引导农户种植适销对路
的订单优质小麦，拓宽销售渠道，增

加农民收入。
在优质麦推广过程中，任县实行

统一供种、统一管理、统一回收，形成
了种子原种化、种植订单化、生产标准
化的小麦产业化经营格局，保证了优
质麦种植品质，大大降低了粮食购销
风险，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与一般的小麦品种相比，优质强
筋麦产量高、品质优良，且有专门的加
工途径。每亩比普通小麦多产近 100
斤，而且今麦郎公司还以每斤高于市
场价 1 毛钱的价格提前跟俺签了合
同。”白利军介绍说。

“任县土壤肥沃、水质优良，具有
发展优质强筋小麦得天独厚的优势。
下一步，根据气候条件及农民需求，我
们将加大强筋小麦推广种植力度，做
好与优良品种相关配套技术的普及，
并积极同企业协调做好订单小麦的回
收，实现小麦优质优价。”郭现忠说。

批发市场
猪肉价格小幅上涨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19年第25周（2019年6
月17日-6月23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
数”为 109.12（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降 0.09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10.10
（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降 0.10 个点。重点
监测的 50家批发市场 60个品种交易总量为 50.59
万吨，比前一周减4.7%。

猪肉价格继续小幅上涨。猪肉批发市场周均
价为每公斤 21.86 元，环比涨 3.5%，涨幅比上周增
大 3 个百分点，同比高 31.3%；牛肉每公斤 60.75
元，环比涨 0.5%，同比高 7.4%；羊肉每公斤 61.43
元，环比涨 0.4%，同比高 12.1%；白条鸡每公斤
16.47元，环比跌1.6%，同比高13.3%。鸡蛋批发市
场周均价每公斤8.35元，环比跌2.0%，跌幅与上周
持平，同比高 8.9%。重点监测的以上 5 种畜产品
周交易量（50家重点批发市场交易量合计，下同）
1.76万吨，环比减7.9%。

水产品价格涨跌互现。白鲢鱼、鲤鱼、鲫鱼和
草鱼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7.67元、11.41元、14.06元
和12.54元，环比分别涨0.4%、0.3%、0.2%和0.1%，大
带鱼、花鲢鱼和大黄花鱼每公斤分别为 37.61 元、
13.89 元和 43.49 元，环比分别跌 1.1% 、0.9% 和
0.7%。7种水产品周交易量1.42万吨，环比减2.1%。

蔬菜均价持平略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周
均价每公斤3.79元，环比涨0.3%，同比高12.5%。分
品种看，15种蔬菜价格下跌，13种上涨，其中，莲藕、
生姜和菜花价格有所上涨，环比分别涨8.8%、7.1%
和6.5%，其余品种涨幅在5%以内；西红柿、青椒、冬
瓜、南瓜和茄子跌幅较大，环比分别跌11.2%、9.2%、
7.7%、6.3%和5.6%，其余品种跌幅在5%以内。28种
蔬菜周交易量38.13万吨，环比减4.8%。

水果均价有所上涨。重点监测的 6种水果周
均价每公斤8.62元，环比涨5.4%，同比高60.5%。

集贸市场
玉米价格上涨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的定点监测，6月
份第 3 周（采集日为 6 月 19 日）生猪、牛肉、玉米、
豆粕、进口鱼粉、育肥猪配合饲料、肉鸡配合饲料
价格上涨，鸡蛋、白条鸡、商品代蛋雏鸡、商品代肉
雏鸡价格下降，活鸡、羊肉、生鲜乳、蛋鸡配合饲料
价格稳定。

生猪价格。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16.11 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 3.6%，与去年同期相比（以下简
称同比）上涨41.4%。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甘肃
等省份价格下降，其余省份价格上涨。东北地区
活猪平均价格较高，为18.03元/公斤；华南地区较
低，为 13.73 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 25.6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1.8%，同比上涨29.0%。四
川、新疆、海南、贵州、甘肃等省份猪肉价格下降，
其余省份价格上涨。华东地区猪肉平均价格较
高，为 27.28 元/公斤；华南地区较低，为 22.35 元/
公斤。

鸡蛋价格。河北、辽宁等 10个主产省份鸡蛋
平均价格8.35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2.9%，同比上
涨8.0%。全国活鸡平均价格20.02元/公斤，与上周
价格持平，同比上涨10.9%；白条鸡平均价格20.6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0.2%，同比上涨12.2%。商
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3.69 元/只，比前一周下降
0.3%，同比上涨12.8%；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3.88
元/只，比前一周下降10.8%，同比上涨32.0%。

牛羊肉价格。全国牛肉平均价格69.17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 0.1%，同比上涨 8.2%。河北、辽
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肉平均价格
62.40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3%；上海、浙江、福
建、广东和江苏等非主产省份平均价格 82.38 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68.50 元/公 斤 ，与 上 周 价 格 持 平 ，同 比 上 涨
12.9%。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
份羊肉平均价格 66.7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1%；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和广东等非主产省份
平均价格71.77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0.3%。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 10个奶牛主产
省（区）生鲜乳平均价格3.55元/公斤，与上周价格
持平，同比上涨4.4%。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2.09元/公斤，
比前一周上涨 0.5%，同比上涨 3.5%。主产区东北
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1.84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1%；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2.22 元/公斤，比前
一周上涨0.5%。全国豆粕平均价格3.24元/公斤，
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下降 2.1%。育肥猪配合
饲料平均价格 3.02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
同比上涨1.0%；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3.12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上涨 1.0%；蛋鸡配合
饲料平均价格 2.85 元/公斤，与上周价格持平，同
比上涨0.4%。

本栏目稿件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提供

河北任县：新麦缘何不愁卖？

任县农谷香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将收购的小麦转运到仓储点。

□□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孙昊 曹慧

受生长收获期间气候条件较好等
因素影响，2019 年主产区大部分冬小
麦单位面积产量及品质较上一年显著
提高，预计夏收小麦总产量将出现恢
复性增长，呈现产量品质双提升。新
麦优质粮源供给充足，市场化购销政
策信号强烈，预计今年小麦购销市场
将呈现市场为主、托市为辅，两者并行
参与收购的局面。

冬小麦产量品质双提升

播种面积下降，产量品质双提
升。据估计，2019 年全国冬小麦播种
面积约3.34亿亩，较去年减少约458万
亩，减幅1.35%。尽管小麦播种面积出
现下降，但夏收小麦单产出现显著提
升，推动总产量较去年有所提高。调
研中发现，华北主产区小麦的亩穗数、

穗粒数、千粒重均较常年明显增加。
其中，河北省小麦平均亩穗数41.61万
个，比上年增加0.41万个；平均穗粒数
31.6 粒，比上年增加 0.2 粒；千粒重为
37.6 克，比上年增加 0.26 克。据此估
测，河北省小麦单产增加完全可以抵
消播种面积下降带来的产量损失，总
产量将较去年略有增加。较好的新麦
质量推动新麦收购进度较去年明显加
快，截至6月20日，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3亿亩，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1579.9万
吨，同比增加347.5万吨。

今年小麦能够实现数量质量双提
升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气象条件较
为有利。冬小麦在整个生长期间气候
条件相对正常，主产区没有发生大面
积、全局性的自然灾害，一、二类苗所
占比例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要明显好
于常年同期。二是科技支撑作用凸
显。在气候条件适宜的情况下，主产
区各地适应当地水土条件的小麦品种

的增产潜力被发挥了出来。在山东、
河南等省多地调查发现，若农户灌溉
及时跟上，今年“浇过水”的小麦田每
亩产量均可保证在1000 斤以上，一些
高产小麦品种，如山农 30、烟农 1212，
亩产可达到1600斤以上。三是农业防
灾减灾效果明显。4 月中旬至 5 月上
旬，主产区大部分麦区因降水偏多，与
小麦抽穗扬花期吻合，赤霉病在江淮、
黄淮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西
部等麦区大流行风险较高。当地农业
部门高度重视，积极投入重大病虫害
统防统治资金加强防控，主产区局部
未发现大规模赤霉病、条锈病、纹枯病
等病虫害现象，为小麦丰收奠定了好
的基础。

市场化收购仍是主要政策导向

2019年产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继续
下降 0.03 元/斤，为 1.12 元/斤（国标三
等），等级差价保持0.02元/斤，这已是

小麦托市底价连续两年下调。最低收
购价格是政府的托底收购价格，在市场
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格时，托底收购不
会启动。该政策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

“兜底”保障农民种粮的最低收益，保护
农民种粮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引导市场
主体对价格形成合理的心理预期，鼓励
种粮农户、贸易商、粮食加工企业等市
场主体，通过寻找适销对路的交易渠
道，建立产需有效衔接的贸易关系，而
非通过向国家卖粮，提升小麦产业的经
济效益。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水平的连
续下调，改变了托市价格只升不降的市
场预期，有利于市场化主体发挥购销主
导作用，有利于引导农民自发调整种植
结构，也有利于小麦“去库存”。

市场收购为主、托市收购为辅

主产区新小麦已经陆续上市，市
场供应量持续增加，收购价格多在托
市价格附近。在新麦产量和品质双提

升、市场供需保持宽松格局等影响下，
尽管市场化主体收购仍将成为主流，
但如果在较大范围市场平均价格出现
低于最低收购价格的情况，各地政策
托市收购预案必然陆续启动。政策性
收购目的在于保护种粮农民的基本收
益，避免出现“谷贱伤农”“丰产不增
收”的情况。截至6月中旬，安徽、江苏
两省已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预案。但
我们也应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品质
数量上去了，谷贱未必会伤农。调研
中我们发现，很多农户对于小麦销售
是乐观的。大家普遍反映，由于今年
小麦品质好、数量多，售粮时因品质未
达标遭遇拒收可能性小。这样，尽管
平均价格较往年低，但成交数量大，从
量销售实现薄利多销，售粮增加的收
入未见得会比往年少。预计今夏小麦
销售价格将围绕在托市价格附近波
动，市场收购为主、托市收购为辅将成
为新麦购销市场的主要特征。

市场化购销主导 围绕托市价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