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7日，浙江省温岭市南屏小区居民在小区广场品鉴和挑
选当地名特优农产品。为全面宣传“温岭农耕”区域公用品牌，推
广特色优质农产品，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温岭市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等单位联合组织了 20 多家温岭本地农业企业开展“温岭农
耕”进社区暨青农好产品直通车巡回活动，以“地摊经济”的方式
展销地产阳光玫瑰葡萄、吉园蜜瓜、方德蜂蜜、方山云雾茶等名特
优农产品。 刘振清 摄

7月21日，江西省德安县磨溪乡曙光村的果农在采摘水梨。据了解，德安有200多年的种梨史，如今全县有机水梨种
植面积达4000多亩，产值上千万元，销往武汉、上海、广州等地。 李诗彪 王汝佳 摄

□□ 本报记者 赵宇恒

7月21日，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
所”）、湖北证监局共同主办“稳企安农、护航实
体”大宗商品风险管理（湖北）论坛，举办菜油菜
粕、棉花等分论坛，聚焦菜油、菜粕、棉花等湖北
地区优势品种，紧密结合当前现货企业风险管理
需求，分析经济与产业形势，分享风险管理模式
与经验，交流企业抗疫复产有效方式。

菜油：稳价成市场关键难点

近期菜油期货价格波动加大，市场不确定性
因素较多。7月22日，郑商所在闭市后发布了针
对菜油的风险提示函，提醒投资者谨慎运作，理
性投资。

“从 5 月 27 日菜油主力 2009 合约收盘价
6741 元/吨算起，到 7 月 22 日盘中最高价 9047
元/吨，累计涨幅达到了 2306 元/吨。”天风期货
农产品首席分析师赵兰东说，虽然菜油期价离历
史高点还有很远，但结合近期国内现货菜油，以
及豆油、棕榈油期现货价格大幅上涨的刺激，市
场对油脂价格特别菜油价格的上涨较为关注。

对此，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决策服务处处长张
立伟在7月22日举办的菜油菜粕分论坛上表示，
我国粮油市场保供应并无问题，关键难点是如何
稳定价格。从菜油与豆油、菜油与棕榈油价差大
幅扩大等的态势来看，未来菜油消费可能会受到
遏制。

面对市场短期内出现的价格波动较大的风
险，产业企业正在充分利用菜油、菜粕期货与期

权工具来化解。郑商所也一直关注湖北相关产
业及会员的发展，并采取线上及线下风险管理培
训、手续费减免等措施来支持湖北企业复工复产。

棉花：淡季更需期货产品保驾护航

“新棉季临近，湖北棉纺企业经历几番磨炼，
发展更加坚实了，在加快复工复产的同时，对后
市也多了些谨慎。论坛邀请业内专家分析市场形
势，提供经营策略，能有效帮助棉花行业增强信
心。”对于7月24日为湖北棉纺行业“定制”的棉花
分论坛，湖北省棉花协会相关负责人十分看好。

长江期货副总裁夏凉平在论坛上表示，今年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棉花与棉纺织产业造成了
严重影响，加上棉花价格大幅波动，棉花与棉纺
织产业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巨大困难。

“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国内棉花价格
处在近20年来的绝对低价区域。”长江期货棉纺
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分析师黄尚海介绍，从种植成
本来看，新疆地区生产成本在12000元/吨，也高
于当前的市场价格。新疆地区棉农虽然可以拿
到补贴，但长期来看，棉价长期低于合理水平是
不可持续的。

据了解，棉花、棉纱产业链上的产业企业当前
有大部分认识到了棉花、棉纱期货与期权的重要
性，经营上略具规模的棉花种植大户与农业合作
社、轧花厂、贸易商、收储企业与棉花纺织厂等都
掌握有一定的期货、期权专业知识，基差点价、盘上
购棉与卖纱已成为市场主流模式。在当前湖北等
地棉花产业企业遇到新冠肺炎疫情与洪涝灾害的
双重影响时，更需要棉花期货期权等保驾护航。

郑商所举办“稳企安农、护航实体”大宗商品风险管理（湖北）论坛——

市场不确定因素较多 用好期货工具化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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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宇恒

近期，大蒜价格一路走低，引发市场关
注。农业农村部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数
据显示，年初以来，大蒜价格持续下行。日前，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会同湖南省农业农村信
息中心根据惠农网 4934 家大蒜商家的供应、
采购和交易数据发布 2020 年 6 月大蒜电商市
场监测分析。

据监测，今年以来大蒜电商市场热度持续
升温，市场关注度一路飙升，大蒜电商市场供
应商、采购方覆盖全国31个省份多个县市，品
牌大蒜受到采购商的青睐，大蒜交易流向相对
分散，云南作为大蒜输出省份的实力逐步显
现。分析显示，大蒜总产量的增加、疫情导致
的需求减少和交易市场的格局调整是大蒜电
商市场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后期行情预计以
稳定偏弱为主。

电商市场升温，“品牌蒜”受青睐

与年初以来一路下行的大蒜价格相反，从
1月份开始，大蒜电商市场交易热度开始持续
上涨，5月达到峰值后回落，但仍保持在高位，
电商市场供应走势与此基本一致。

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监测，6 月，大蒜
供应商覆盖全国 31 个省 809 个县。其中，山
东、河南和江苏是大蒜供应热度排名前3名的
省份，合计供应份额占比超 7 成。山东金乡
县、河南杞县、江苏邳州市、河南中牟县和云南
弥渡县是供应排名前 5 名的县域。值得注意
的是，金乡县的供应量独占鳌头，与随后 4 个
县的供应总量持平。

在电商市场中，金乡大蒜、杞县大蒜等地
标性产品交易占比排名靠前，且交易份额逐年
递增，发展潜力十足。其中，金乡大蒜的表现
更加亮眼，在批发商、电商企业和代理人等核
心购买人群偏好购买的品牌中，金乡大蒜均名
列前茅。今年，金乡大蒜受到采购商的格外关
注，采购份额和排名均有提升。

金乡大蒜的良好市场表现与地标产品带
来的品牌效应密不可分。早在 20 世纪 90 年
代，金乡大蒜就获得了原农业部 A 级绿色食
品证书，2003 年经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成为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去年又入选中国农业
品牌目录，加上由全县 20 余个大蒜专业批发
市场和数百个金乡大蒜批发点构成的大蒜销
售网络，金乡大蒜不俗的市场表现也就不难
理解了。

与相对稳定的供应地热度排名相比，采购
地排名则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6月，大蒜采购
涉及全国31个省290个市，各省份采购量相对
均衡。数据显示，广东、四川和贵州是当前大蒜
采购最活跃的三大省份，相较于2019年，广东
的采购份额增长明显，采购排名跃居榜首。

从品质来看，紫皮大蒜在交易、供应和采
购排名中均强势霸榜，可谓是当前的“明星品
种”，2020年上半年交易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
935%，交易份额已超过40%。分析近三年品种
的供应结构可以发现，紫皮大蒜和红皮大蒜两
大品种供应量齐头并进，其中尤以紫皮大蒜的
供应份额提升明显，供应量逐年递增。而采购
方面，紫皮大蒜也越来越受到采购商的青睐，6
月采购份额占比达27%。

此外，从交易流向来看，上半年大蒜的交

易流向集中度不高，云南作为大蒜输出省份的
实力逐步显现，尤其是2020年排名前5的交易
流向中有4个都是从云南省输出的。

大蒜价格下跌，后期行情“稳弱”为主

眼下正值大蒜大量上市的阶段，骤然回落
的价格让种植户和经营者捏了把汗。据对惠
农网平台上价格的监测，今年大蒜价格从4月
开始回落，随后在 5 月开始呈现出断崖式下
跌，5 月和 6 月大蒜均价分别为 2.9 元/斤、2.4
元/斤，环比分别下跌 21%和 20%，同比分别下
跌30%和38%。

分品种来看，紫皮大蒜、红皮大蒜和白皮
大蒜 5 月份的环比跌幅均为 35%，6 月紫皮大
蒜和红皮大蒜的跌幅明显有所收窄，环比跌
幅分别为 17%和 15%，白皮大蒜的跌幅较5月
变化不大，仍旧处于快速下降通道，环比跌幅
为30%。

分产地来看，6月云南和江苏的大蒜均价
较贵，而种植大省山东和河南的价格则较为便
宜。云南大蒜的价格下跌走势相对平缓，最大
跌幅出现在5月，环比下跌9%，6月收窄为4%；
山东大蒜的价格下跌幅度最大，最大跌幅在 5
月，环比下跌高达 40%，6 月环比跌幅虽有收
窄，但仍旧超过15%；河南和江苏两省价格在6
月均开始止跌趋稳，尤其是江苏，6月价格比5
月出现了5%的增长。

据了解，当前产地货源充足，但是客商积
极性一般，走货稳定，不少产地经纪人认为后
市蒜价将会趋稳，即便有所上涨，上涨空间也
不会太大。

对此，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分析，这主要

是由于大蒜供应量的增加直接拉动了价格下
跌。跟踪惠农大数据近 3 年 1 月-6 月大蒜发
布供应量同比增速发现，2019 年比 2018 年大
蒜供应发布量同比减少 28%，而 2020 年比
2019 年同期大蒜供应发布量同比大幅增长
63%。要知道，对产品供应端而言，发布量的
大增意味着价格可能走低。

来自金乡方面的数据也验证了这一判
断。2019 年，金乡县大蒜种植面积缩减为
598.7万亩，同比下降28%，2020年则迅速攀升
至 733.1 万亩，同比增长 22%。加之今年大蒜
单产增加，总供应量大幅增加是致使价格下跌
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抑制市场需求对
蒜价下跌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受疫情
影响，1月-5月全国餐饮收入同比下降36.5%，
从而导致大蒜在餐饮行业的需求锐减。与此
同时，我国大蒜的出口也受到很大的抑制。

此外，大蒜交易流向格局变化也对北方大蒜
价格产生了较大影响。2019年，山东等北方大
蒜占主导地位，广东和湖南市场的大蒜主要来自
山东，仅贵州市
场的大蒜主要
来自云南。但
随着今年上半
年云南大蒜市
场交易量占比
的提升，云南大
蒜价格相对稳
定，而山东和河
南的大蒜价格
下跌明显。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发布6月大蒜电商市场监测分析——

大蒜电商热度升温 后市行情以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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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市场
蔬菜均价持平略涨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0 年第 29 周（2020 年 7 月 13 日—2020
年7月19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16.20（以2015年
为100），比前一周升0.37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为118.26（以2015年为100），比前一周升0.48个点。

猪肉价格涨幅收窄，鸡蛋价格小幅上涨 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
每公斤 48.75元，环比涨 2.1%，涨幅比上周收窄 1.9个百分点，同比
高103.5%；牛肉每公斤71.42元，环比跌0.1%，同比高16.9%；羊肉每
公斤68.66元，环比涨0.3%，同比高9.5%；白条鸡每公斤15.87元，环
比跌1.6%，同比低3.8%。鸡蛋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6.60元，环比
涨4.6%，同比低32.3%。

水产品价格涨跌互现 花鲢鱼、鲫鱼、草鱼和大带鱼批发市场
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13.54元、19.02元、13.88元和39.02元，环比分
别涨0.3%、0.3%、0.2%和0.2%；大黄花鱼、白鲢鱼和鲤鱼每公斤分别
为40.35元、8.39元和12.07元，环比分别跌1.6%、1.1%和0.2%。

蔬菜均价持平略涨 重点监测的 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4.22
元，环比涨0.2%，同比高2.4%。分品种看，14种蔬菜价格上涨，1种
持平，13种下跌，其中，西红柿环比涨 5.1%，其余品种涨幅在 5%以
内；茄子环比基本持平；大白菜和莴笋环比分别跌 6.5%和 6.4%，其
余品种跌幅在5%以内。

水果均价持平略降 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5.49
元，环比跌0.5%，同比低29.3%。分品种看，富士苹果、鸭梨、巨峰葡
萄和菠萝环比分别涨 1.6%、1.6%、0.5%和 0.2%；西瓜和香蕉环比分
别跌2.4%和0.7%。

集贸市场
主产省鸡蛋价格上涨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的定点监测，7月份第3周（采集日
为7月15日）生猪产品、主产省鸡蛋、活鸡、白条鸡、商品代肉雏鸡、
牛羊肉、生鲜乳、玉米、豆粕、肉鸡配合饲料、蛋鸡配合饲料价格上
涨，商品代蛋雏鸡、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持平。

生猪价格 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36.86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2.2%，与去年同期相比（以下简称同比）上涨 106.6%。全国猪肉平
均价格 54.54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2.6%，同比上涨 94.0%。全国
30个监测省猪肉价格上涨。全国仔猪平均价格104.94元/公斤，比
前一周上涨2.0%，同比上涨145.3%。

家禽产品价格 河北、辽宁等10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价格6.07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2.2%，同比下降35.1%。全国活鸡平均价格
19.1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0%，同比下降 5.9%；白条鸡平均价
格21.30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4%，同比上涨1.5%。商品代蛋雏
鸡平均价格3.42元/只，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下降7.8%；商品代肉雏
鸡平均价格3.30元/只，比前一周上涨4.4%，同比下降17.5%。

牛羊肉价格 全国牛肉平均价格82.64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上涨 18.1%。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79.02 元/公斤，比前一
周上涨0.2%，同比上涨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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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6%，同比上涨0.8%。

饲料价格 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3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4%，同比上涨 9.0%。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3.23 元/公斤，比前一周
上涨 0.6%，同比上涨 1.3%。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18 元/公
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5.3%；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3.25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上涨 4.2%；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2.97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3%，同比上涨4.2%。

本栏目稿件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农业农村部信息
中心提供

山东聊城
搭平台挣“花”钱

“这是你要的长寿花、清香木和发财树，拿好啊！”日前，在山东
省聊城市的江北花木交易中心，艺明花卉公司的工作人员徐秀青
热情招呼顾客，她高兴地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我们花
木交易中心越来越忙了。”

据了解，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投资500多万元建设花木交易
中心，是该街道现代农业综合体示范区暨“自然大陆”园艺基地项
目的有机组成部分，拥有近40万平方米的联栋日光温室，种植和展
示各种花卉、模板蔬菜等，形成由花卉观赏体验功能区、优质水果
区等组成的万亩现代园艺示范区产业带。

“我们把花卉产业作为帮助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从政策等多
方面全力扶持交易中心，擦亮品牌，这里已经成为鲁西最大的花卉
集散地。”蒋官屯街道党工委书记邢家军说。蒋官屯街道有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花卉销售范围辐射北京、天津、山西、陕西、河南等 10
多个省市，取得明显成效。

“这里交通方便，紧邻城区，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现在来这
里买花的人越来越多。”交易中心负责人贾金静信心满满，“花卉产
业已经成为本地优势产业中新的经济增长点。” 王岩

“今年，我种了 3亩冰淇淋西瓜，
长势良好，已经开始卖了，每公斤售
价 3.5 元，我看比种小麦、玉米强多
了。”新疆吉木萨尔县二工镇董家湾
村瓜农王庚林说。

据了解，冰淇淋西瓜是当地为
了顺应市场需求，2007 年引进的新
品种之一，属于早熟品种，无籽黄
瓤，口感爽口脆甜。除了培训瓜
农的种植技术，董家湾村还频繁
更换新品种瓜，既保证了瓜的品
质，也给市场带来了新鲜感，很受
市场欢迎。

瓜好，价格自然也不错，冰淇淋
西瓜在当地的批发价格在每公斤
3.5 元以上。这种瓜在管理上相应
也复杂一些。冰淇淋西瓜播种前，

种子首先要进行催芽处理，结瓜之
后，还要定时翻瓜，以保证瓜的所有
部位都能接受足够的阳光。如此

“折腾”出来的瓜，很受市场欢迎，瓜
农们不用出门，瓜就卖完了。

笔者来到董家湾村时，瓜农王
成军正在地里采摘白兰瓜，他今年
种了 6 亩白兰瓜和 10 亩西瓜，预计
纯收入达 6万元。

据介绍，种瓜已经成为当地村
民的主业，今年，董家湾村冰淇淋西
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 300 多亩，平
均亩产达到了 3 吨-5 吨，有早熟、中
熟、晚熟瓜，上市时间可持续到 10月
份，绝大多数冰淇淋西瓜销往乌鲁
木、昌吉等各地市场。

张德峰

新疆吉木萨尔瓜“新”价好

□□ 陈柳 本报记者 刘久锋

今年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
致贵州省湄潭县黄家坝街道官堰居香葱遭遇“滞
销”。为此，湄潭县黄家坝街道积极作为，全力组
建产销对接小分队跑腿找销路，帮助农户摆脱滞
销困境。

疫情袭来，“小香葱”遇到“大难题”

“唉，这葱要是再卖不出去就得烂在地里了，
真是愁死人了！”官堰居香葱种植户钟代星望着
自家绿油油的地忧心地说。

2018年，黄家坝街道官堰居依托农业产业坝
区建设，按照“党支部+合作社+产业+扶贫+旅
游”的模式发展香葱产业，建成香葱基地3500亩。

“这几年收成都不错，每季亩产可达 4000
斤，一年可以轮作3季，而且一直都是供不应求，
价格好的时候可达3元/斤。”当地村民罗仕辉介
绍。然而，受疫情影响，前期商品流通受限、餐馆
歇业，原有的香葱销售渠道需求大幅缩水，导致
原来的“香饽饽”变成了滞销品。

整合力量，销售小分队集结到位

“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这
个时候，支部不出手谁出手？党员不带头谁带
头？”官堰居党总支书记李洪刚说。

为了解决香葱滞销难题，该村党总支迅速组织
村内党员干部，准备外出拓展市场，寻求新的销路。

“产业发展的成败关系到实现同步小康的进
程，产业兴才能百姓富，不能因为疫情的影响绊

住我们发展产业的步伐。”黄家坝街道党工委书
记汪汀说。

得知官堰居党总支外出计划后，黄家坝街道
党工委高度重视，立即决定全力支援。于是，包
括该街道党政领导、党员骨干、种植大户在内的
24名小分队成员全部集结到位，6人一队迅速奔
赴重庆、贵阳、遵义等大型农贸市场开展产销对
接。同时，该街道党工委积极向上对接，邀请到
了6名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专家给予支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仅
仅3天，7条销售通道被成功打通，日均销售香葱
3万余斤。

未雨绸缪，调整结构共迎丰收

“今天，我卖了 2000 多斤香葱！多亏有这

么贴心的党委、政府，才让我们渡过难关。现在
销路找到了，我们心里踏实了，发展产业的信心
更强了，劲头也更足了。”种植大户曾唯晟感激
地说道。

随着销售渠道的打通，老百姓开始忙碌起来，
采葱、清洗、装车……坝区逐渐恢复往日生机。看
着一车车香葱运输出去，群众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大家的努力下，重庆、贵阳等地经销商开
始关注官堰香葱，为我们今年坝区香葱的发展打
下了基础。”官堰居香葱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洪
刚说。

目前，该街道党工委已开始谋划农资供应、
产品改良、种植技术提升、市场拓展等工作，各村
（居）也因地制宜持续开展产业结构调整，成片的
小黄姜、辣椒也即将获得丰收。

镇村联动 3天打开香葱销售通道市场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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