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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大观

市场观象

价格周报 记者调查

批发市场
猪肉、鸡蛋价格跌幅收窄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19年第48周（2019年11月25日—12月
1 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6.25（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升0.05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
118.39（以 2015年为 100），比前一周升 0.06个点。重点监测的 50
家批发市场60个品种交易总量为51.19万吨，比前一周减2.4%。

猪肉、鸡蛋价格跌幅收窄。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42.12
元，环比跌4.1%，跌幅比上周收窄5.4个百分点，同比高120.8%；牛
肉每公斤 70.36 元，环比涨 0.3%，同比高 18.1%；羊肉每公斤 68.23
元，环比基本持平，同比高 13.2%；白条鸡每公斤 19.94元，环比跌
3.2%，同比高 30%。鸡蛋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9.82 元，环比跌
4.8%，跌幅比上周收窄3.2个百分点，同比高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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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万吨，环比增2.4%。

多数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白鲢鱼、花鲢鱼、鲫鱼、鲤鱼、大黄
花鱼和草鱼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7.91元、13.54元、14.96
元、11.92元、43.91元和12.54元，环比分别涨1%、0.7%、0.3%、0.3%、
0.2%和 0.2%；大带鱼每公斤 35.66元，环比跌 2.1%。7种水产品周
交易量1.6万吨，环比持平。

蔬菜均价小幅上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4.07
元，环比涨3%，同比高18.7%。分品种看，23种蔬菜价格上涨，3种持
平，2 种下跌，其中，菜花和黄瓜涨幅较大，环比分别涨 14.7%和
10.9%，葱头、茄子和韭菜环比分别涨8.2%、8%和7.5%，其余品种涨
幅在5%以内；莲藕、菠菜和芹菜环比基本持平；香菇和蒜薹环比分别
跌0.3%和0.1%。28种蔬菜周交易量40.32万吨，环比减2.1%。

水果均价略有上涨。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5.06
元，环比涨0.8%，同比低12.3%。分品种看，西瓜、巨峰葡萄和鸭梨环
比分别涨4.5%、2.6%和2.1%；菠萝环比基本持平；香蕉和富士苹果环
比分别跌1.5%和0.9%。6种水果周交易量7.33万吨，环比减4.2%。

本栏目稿件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提供

浙江温岭水产市场交易旺

近日，受冷空气的影响，东海洋面刮起9-10级大风，在海上捕
捞作业的渔船纷纷回港避风。渔船的回港，激活了浙江松门水产
品批发市场的热度，这里不分昼夜，市场交易区总是熙熙攘攘，很
是热闹。

12月 5日晚，鲜品交易区灯火通明，人来车往，鱼贩们围在海
鲜摊位前讨价还价。交易达成后，市场司称人员就会马上帮其过
称、结算，服务好买卖双方。据松门水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介绍，这
两天交易比较兴旺，主要是渔船回港避风带来了很多的新鲜海产
品，就上市情况看，以带鱼、鲳鱼等东海特色海产品为主；就市场行
情看，价格总体有所上升，如东海带鱼，1斤以上规格的价格在80多
元/公斤，中小规格的在6元-60元/公斤不等。

有渔民认为，临近年终，水产品的价格还会继续上扬，特别是
受到春节人工、运输等成本上涨因素的影响，海鲜价格相比前期还
会出现上涨。“如果家里想买些海产品制作鱼鲞的话，这个时候还
是比较适合囤货的。”该渔民表示。 江文辉

□□ 本报记者 肖力伟 赵宇恒 文/图

陕西富县的苹果今年遇上了丰年，欣喜
之余果农也有些担忧。“今年产量可以，就是
价格不行。”交道镇龙王庙村的果农李银合算
了算，去年他收获了不到 1万斤苹果，产地收
购价每斤 3块多，总共卖了 3万多元；今年苹
果丰收，产量差不多翻了番，有2万斤，价格却
只卖到了 2.1 元/斤，有的农户才卖到 1.9 元/
斤，甚至 1.8元/斤、1.7元/斤的都有。这个价
格让李银合有些失望。

农业农村部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数
据显示，新季苹果上市以来，批发价、集市价、
超市价均一路走低，9月富士苹果批发价格为
10.25 元/公斤，此后从 10 月 7.76 元/公斤、11
月 6.78 元/公斤，一路跌至 12 月的 6.63 元/公
斤。如何解开果农丰产与丰收之间的矛盾困
局，是摆在整个产业面前的一道必答题。而
2017年苹果期货的上市，为产业提供了新的
破题思路，两年之后的这个收获季，富县已经
得到了颇为满意的答案。

“一亩赔900块，价格保险是
个好东西”

11月初，记者在交道镇的果园里仍能看
到堆放在一起等待收购的苹果。“今年收购商
来的少了，收购商在等掉价，果农在等涨价，
有一部分果子卖不动。”李银合说，“好在我投
了保险。”

李银合口中的“保险”，是富县苹果“保
险+期货”试点项目中的价格保险。该项目是
2019年郑州商品交易所在陕西省唯一支持的
县域“保险+期货”试点，在富县交道、钳二、羊
泉、吉子现、寺仙、北道德 6个乡镇开展，和李
银合一样的参保农户共有 1793户，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 511 户，覆盖苹果种植面积 2 万
亩，为3万吨苹果提供了价格保障。

浙商期货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介绍，
此次项目保险期限为2019年9月5日-12月4
日，目标价格为 8460元/吨，投保阶段总保费
为 1371 万元，其中政府投入 190 万元资金补
贴、果农自缴190万元，其余由期货公司、保险
公司等进行补贴。经富县人民政府和项目团
队的多方协商，9月 2日-4日逐步进场对冲。
由于新季苹果上市以来，苹果收购价处于低
位，9月 5日，AP2001期货合约价格发生大幅
下跌，当日即下跌 3%，成功触发锁定理赔条
款，锁定理赔 211.5元/吨，共 634.5万元。9月
24日，经富县人民政府授权，项目于 7540元/
吨价位提前终止保单，整体确定理赔 600元/

吨，共1800万元，赔付率达到131%。
钳二乡杜宜村的果农张文安花了1000多

块钱给自家的十几亩果园都投了保。11月 5
日，张文安早早进了城，在当日的理赔仪式
上，他拿到了1万多元的赔付款。“现在种苹果
风险大，怕受灾减产，还怕丰收卖不上好价
格。”张文安连夸如今政策好，“一亩保费自己
缴 95元，理赔的时候能赔 900块，价格保险是
个好东西。”

“在俺村听了3次宣传，第二天
就缴了保费”

让富县的果农们认识到这个“好东西”非
一日之功。为了提高果农参与积极性，富县
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县
长任组长，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果业局主
要领导任副组长，试点乡镇、“保险+期货”团
队有关领导任小组成员，召开动员会议，广泛
宣传引导。同时，明确责任分工，要求参与乡
镇及保险机构做好参保果农信息登记和保险
投保、查勘定损、理赔等各项工作，及时解决
保险投保和理赔纠纷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切实维护果农合法权益。

事实上，为了让果农对政策有更深入的
了解，项目团队深入富县各乡镇，开展了近百
场基础培训工作。保谁、保什么、怎么赔、缴
多少保费，团队为农户一一算了个明白。

先算种植利润。富县果业局给出了一组
数据，以富县中产果园为例，2018年苹果销售
价格约为每斤 3.4元，扣除灌溉、施肥、套袋、
人工等投入，每亩种植利润 7000元左右。截
至目前，今年苹果收购价格初期高后期底，平
均在 2.8 元/斤左右，除去种植成本和保费投
入，每亩种植利润在8500元左右。

再算赔付款。以交道乡为例，参保农户
大多经营 10亩左右苹果园，每户获得近万元
赔付。李银合种的12亩果树全部投保，获得1
万余元赔付，而去年他家的家庭净收入也才1
万余元。赔付款加上苹果本身的种植利润，

“保险+期货”项目赔付款几乎使李银合家的
收入增长了一倍。

另一方面，即使苹果价格涨了，果农也不
会纠结保费“打水漂”。“苹果价格上涨就没有
赔付了，但是只要每斤苹果涨 1毛钱，我们就
不赔钱。”羊泉镇侯家庄的果农周金才今年七
八月份在宣讲会上才第一次听说“期货”，却
很快算准了这笔生意稳赚不赔。他乐呵呵地
说：“买保险就是买平安，这是风险投资，这个
保费完全在我们承受范围之内。”

张文安听完宣传之后的第二天就主动缴
了保费。“光在俺们村就听了3次宣传，一开始
不懂，他们给我讲了好几遍，我才觉得很靠
谱，结果真是参加对了。”张文安说。

不过，由于试点项目范围有限，一些没能

搭上这班车的果农觉得有些可惜。在走访的
过程中，记者路遇正忙着运苹果的茶坊镇安
儿村果农罗万红。“听亲戚说今年县里要搞

‘保险+期货’，苹果卖不上价格就赔钱给我
们，我就去找在乡里办宣传的保险公司买保
险，他们说我不符合条件。”

原来，茶坊镇并不在项目承保的六个乡
镇之内，而像罗大叔这样迫切想要加入的果
农不在少数。“要是明年能扩大范围，把我们
都算进去，就不用害怕增产不增收了。”罗万
红说。

“有了期货，我们就能在产业
上做更多的文章”

“苹果‘保险+期货’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工
具，是帮助果农降低经营风险、增加收入的

‘利器’，是破解市场价格波动导致增产不增
收问题的‘良方’。”富县县委书记李志锋认
为，要在今年成功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宣传
试点效果、推广试点模式，争取更多财政支
持，扩大当地试点项目规模，让更多农户享受
价格保障。

除此之外，富县一直致力于通过提升果
农产业后整理、分级销售的意识，帮助果农实
现增收，期货工具加快了当地产业提升的步
伐。“我卖给果商的苹果有分级的，也有通货
的，价格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周金才说，“摘
苹果的时候我把 80 毫米果径的苹果挑出来
了，每斤能卖到3元-4元，这要是不挑出来都
走通货，每斤只能卖两块多钱。”还有少量果
径小、表皮有瑕疵，但不影响口感的小苹果可
以用于生产果汁，一斤能卖几毛钱就行。

富县诚鑫农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郑州
商品交易所认定的苹果期货指定交割库之
一。公司总经理季双龙对期货有自己的一番
见解：“有了期货，我们就能在产业上做更多
的文章。果农要生产符合交割标准的好产品
才能进入期货市场，而如何生产出更好的产
品，这中间的门道就多了。”

现在，季双龙已经着手延伸产业链，研究
如何为农户测土配方，做出对本地果农而言
更加省钱而高效的肥料。“我的 10亩果园，往
年光在肥料上就要花 1.8 万元。”龙王庙村的
果农高安民是测土配方施肥的受益者之一，

“今年我的肥料用得精细，不只是根据土壤成
分做了调整，在春夏秋不同的生长阶段也用
了不同的肥料，竟然只花了7000元肥料钱，一
下子省了 1.1 万元，成本降下来了，品质却提
上去了。”听到果农的反馈，看到了实效的季
双龙对富县苹果产业的发展更加充满信心。

□□ 祁晓军 刘禹

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一个蔬菜
大棚里，工人们正在采摘新鲜蔬菜，通过农超对
接，直接送入西宁市各大超市。大棚内，各色蔬
菜瓜果映入眼帘，菜农范有亮正在把采摘的新鲜
蔬菜装进包装箱，一箱箱新鲜蔬菜整齐地摆放在
大棚门口准备外运。“我家产的西红柿和黄瓜既
新鲜又绿色，市民下午就能吃到。”范有亮说。

不到一个小时，配送车就将新鲜的蔬菜送
到了西宁市一家超市的门口，超市方面的收货
组开始验收。在这里，设有专门的蔬菜货物通
道，质检员会对送来的蔬菜进行抽样检测，并将
被检蔬菜的名称、产地、pH值等信息一一抄写
在门口的公示牌上，不合格的一概拒之门外。

“我经常到超市买菜，超市的菜更便宜、更
新鲜。”市民赵媛说。自从实施“农超对接”以
来，消费者得到了实惠。

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一名负责人
说，集散中心每天调运上千吨蔬菜，同时还向西
宁市区 100多家平价蔬菜店供应多种蔬菜。根
据西宁市商务局等部门的组织和要求，针对冬
季蔬菜供应淡季，精细制订冬季调运储备计划，
通过省外基地调运、增加本地蔬菜大棚种植等
多种途径，确保市场蔬菜有效供给。另外，还推
出水产品等其他品种的平价农副产品。

“听说政府推出了平价菜、特价菜，我过来
看看。”在西宁市小桥惠客家超市蔬菜区内，市
民张女士挑选着新鲜的辣椒，她对政府保证蔬
菜价格的种种举措很是满意。

据了解，今冬西宁市加大蔬菜供应量，蔬
菜日供应量增加了 2%，丰富了市民餐桌。“以
前我的档口主要卖外地的菜品，现在卖的光是
青海本地的蔬菜就达到 30多种。”莫家街农贸
市场的一名摊贩说，目前，西宁市莫家街农贸
市场的蔬菜能达到 60 多种，来自北方的蔬菜

有蒜薹、大白菜、胡萝卜等，极大地丰富了本地
居民的餐桌。

除了蔬菜，居民对水果也颇为关注。据了
解，香蕉、苹果、梨等大众水果仍是市场上的销
售“主力军”。笔者发现，红富士、冰糖心苹果价
格在每斤2元-5元之间，苹果价格趋于稳定。

在西宁市一家大型超市内，各种水果吸引
市民购买。“品种较多，价格实惠，来这里买水
果能省不少钱。”市民邹女士特意前来选购水
果。她介绍，超市的水果相对便宜些，遇上促
销活动，还能买到特价水果。笔者看到，货架
上个大饱满的砀山梨售价为每斤 1.99元、龙眼
每斤 5.99元。

另一家平价水果超市内，正在采购的市民
李莉说，自己是做餐饮的，现在水果超市的价格
跟批发市场的也差不多，可以零卖，便宜又方
便，按需购买更实惠。

平价水果超市负责人彭涛告诉笔者，平价
水果超市会与产地合作社签订收购合同，直接
将水果配送至各经销门店，减少中间环节，降低
产品成本，所以售价会比其他水果店低。

除了苹果、梨等大众水果外，今年冬季水果销
售趋于多样化，网红水果也进入普通市民生活中。

笔者在西宁一家水果连锁超市看到许多网
红水果，果冻橙、丑橘、沃柑、蜜橘等深受消费者
青睐。水果店老板王先生介绍，果冻橙最近卖
得好，由于其皮质较薄，肉质肥厚多汁，价格便
宜，很多网友拿来上网直播，果冻橙因此成了

“网红水果”。王先生说，果冻橙走俏不仅是因
为口感好，更重要的是价格比传统的脐橙更有
优势。

“说到水果界中的‘网红’，这段时间最流行
的水果非牛油果莫属了，因为牛油果含有非常
丰富的营养物质，尤其受一些健身人士的青
睐。”王先生介绍说，除此之外，店内也进了不少
榴莲、菠萝蜜、百香果等热带水果，销量可观。

山东庆云县推进农村集贸市场规范管理——

大集“超市化”买卖都舒心
家住山东省庆云县中丁乡大尹村的尹延磊发现自己常去的集

贸市场变了——缺斤少两的现象没了，食品质量更是有了保证，买
东西更放心了。

正如尹延磊所见，现在的庆云县中丁乡集贸市场已今非昔
比。笔者走进市场，只见蔬菜区、生鲜区、散装食品区等功能区划
分鲜明，一把把统一的红色遮阳伞下各摊位整洁有序，每个摊位前
都悬挂着信息公示卡，标准的食品快检操作台前工作人员正在检
测西红柿的农药残留，宽阔的集市通道畅通无阻。

集贸市场的监管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今年以
来，庆云县积极探索集贸市场监管新模式，坚持问题导向，树立法
治思维，强化监管力量，规范经营行为，有效解决了集贸市场食品
安全、缺斤少两、环境卫生等“老大难”问题。目前，在庆云，像这样
的集贸市场有27个，经营户1323户。

要想规范商户的经营行为，首先要有标准。为此，当地聚合监
管职能，固化农村大集经营标准。据了解，庆云县有关部门探索制
定了《庆云县农村大集经营标准》，制作了《山东省食品摊点信息公
示卡》《集贸市场摊点信息公示卡》，在全县范围内实行一所办卡全
县通用的“一卡通”管理制度，建立市场监管所动态档案和经营者
索证索票档案双向档案。同时，实行信用评级、流动红旗管理制，
每一季度对所有摊位进行星级评定，对优秀摊点发放流动红旗和
优先选择摊位权利，对发现问题的摊点在“黑榜”发布，奖优罚劣。

此外，庆云县还聚焦责任落实，促进农村大集规范管理。积极
引导鼓励集贸市场当地的政府或村委会、市场开办者注册成立集
贸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公司）等市场主体作为市场的管理者；按照

《庆云县农村大集经营标准》进行规范管理，摊主与市场管理者、市
场管理者与市场监管者层层签订责任书，夯实责任。目前，庆云县
已成立注册市场管理主体 15家，集贸市场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
科学化、法制化轨道。

在推进农村大集综合治理方面，该县融合监管力量，重点培育
规范制度，实行“四制”工作法，即主要负责人督导制、班子成员集
市包保制、职能科室帮扶制、所际联合互动制。据介绍，当地还会
不定期开展集市逐摊必查行动，严格实行不合格食品的退市、召
回、销毁、公布制度。重大节日期间，联合相关部门采取“双随机、
一公开”等方式，集中开展各类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集贸市场违法
违规行为，震慑不法分子，净化市场环境。“‘四制’工作法让我们的
集贸市场监管工作无缝衔接，形成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
转的保障机制。”庆云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李俊英说。

多管齐下，集贸市场的改变是显著的。尹延磊笑着说：“现在
真是越来越爱赶集了。”由于集贸市场更贴近村民的日常生活，与
尹延磊一样享受焕然一新的集贸市场的村民还有不少。以中丁乡
集贸市场为例，市场销售商品近千种，辐射周围5公里，为附近2万
余群众提供了购销服务。

笔者从有关部门获悉，眼下，德州市地方标准《农村大集经营管理
工作规范》正在制定中。德州市将按照“四个最严”要求，由点带线，以线
带面，推进农村大集“超市化”名片，实现便民、利民。 孙勇 刘娟

有了价格险 丰产更增收
——陕西富县苹果“保险+期货”试点项目调查

陕西富县诚鑫农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正在分拣苹果。

青海西宁市多措保供
“菜篮子”内容更丰富

□□ 本报记者 黄慧 文/图

上午刚过 8 点，广西桂林市国际会展
中心门口就排起了长队。12 月 5 日—8
日，第 17 届广西名特优农产品（桂林）交
易会在这里举办。来自“世界茉莉花都”
横县的茉莉花、由中国八大名猪之一的
陆川猪做成的肉制品以及水果、中药材、
各 种 富 硒 产 品 ……630 多 家 企 业 携 带
3000 多种名特优农产品参会参展。展馆
内人头攒动，前来观展、采购的市民和客
商络绎不绝。

广西名特优农产品交易会是广西品牌
农产品宣传推介的重要舞台，自 2011年举
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 16届。本届农交会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以“山清
水秀美广西、绿色生态好产品”为主题，突
出“广西好嘢”农业品牌建设成果，推介广

西高端农产品品牌，助力精准脱贫攻坚战。
据介绍，近年来，广西紧扣“品牌强农”

主旋律，发挥广西独特资源禀赋，大力培育
“桂系”农业品牌，坚持以绿色食品作为产
品基本要求，加大品牌培育和宣传推介力
度，打造了“广西好嘢”农业品牌总体形象
标识，并成为全国率先建立农业品牌目录
制度的省（区）之一。2019年，广西绿色、有
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达 1728个，总量
排西南、华南地区第一。近日，农业农村部
发布首批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300个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榜单，广西的百色芒果、融安
金桔等11个品牌光荣上榜。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广西柑橘产业发
展及柑橘黄龙病防控培训峰会、广西桂林
桂花茶产业发展峰会、广西移动互联网时
代农业电商新发展峰会以及50多场品牌推
介专场和投资洽谈推介专场活动。

三千多种农产品亮相第十七届
广西名特优农产品（桂林）交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