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郝凌峰

河北省石家庄桥西蔬菜批发市场的马强一
大早就驱车100余公里，赶到隆尧县魏家庄镇李
贾村的蜜童无籽西瓜种植基地里拉西瓜。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来李贾村拉西瓜了，这
趟我准备装 4000多斤，运往石家庄蔬菜批发市
场进行销售。”马强一边装车，一边告诉记者，李
贾村的礼品“小”西瓜，在市场上销售特别火爆，
每次前脚拉到市场，后脚就批发销售完了。

马强口中所说的礼品“小”西瓜就是蜜童无
籽西瓜。据了解，蜜童无籽西瓜具有果型小、果
肉鲜红、汁多味甜、质细爽口等特点，是夏季消暑
解渴和送给亲朋的上佳果品。

“今年我种植了60多亩蜜童无籽西瓜，亩产
6000 多斤，按照目前市场批发价 1.5 元/斤的价
格，刨除种植成本，1亩地净挣 5000多元。”李贾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李立青说。

今年 52 岁的李立青，原本有一个幸福的
三口之家，2013 年突如其来的一场变故，让这
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妻子睢运敏
突然患上尿毒症，每星期至少做两次透析治
疗，高昂的费用压得李立青一家喘不过气来。

“当时，家里生活很艰难，到处是欠账，亲戚、

朋友、邻居的钱都借过了。”提起当时的绝望，
李立青感慨万千。

日子出现转机是在 2017年。这一年，李立
青一家被确定为李贾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妻子
的治疗费能报销 90%，政府给申请的光伏发电、
入股分红扶贫项目，每年还能收入 1500多元。”
李立青说，更让他感到可喜的是，在当地政府的
扶持下，2017年春天，他建起了占地10余亩的蜜
童无籽西瓜大棚20个，不仅当年就收回了成本，
还挣了2万多元。

“国家政策好！”李立青说，去年，他申请国家
扶贫小额贷款6万元，将蜜童无籽西瓜种植面积
扩大到60多亩，建起大棚120个。如今，李立青一
家不仅还清了所有外债，还顺利脱了贫，也从三口
之家变成了六口之家，过上了儿孙满堂、日子红火
的甜蜜生活。“俺不能光靠政府救济过日子，人活
一口气，俺要靠自己翻身！”李立青坚定地说。

“今年，我们村的蜜童无籽西瓜种植面积已
经达到了 120多亩，预计产值可达 70余万元，为
本村及周边村110余名群众提供就业。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扩大蜜童无籽西瓜种植面积，并采用

‘有机营养枕+蜜童西瓜籽+滴灌’栽培技术，进
一步抑制病虫害发生，提高西瓜产量，带领更多
村民增收致富。”李贾村党支部书记孙五群说。

河北隆尧县李贾村：

种礼品“小”西瓜 亩挣5000多元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的定点监测，7月份第4周（采集日
为 7月 22日）仔猪、猪肉、主产省鸡蛋、活鸡、白条鸡、商品代蛋雏
鸡、牛羊肉、生鲜乳、玉米、豆粕、配合饲料价格上涨，活猪价格下
降，商品代肉雏鸡价格持平。

生猪价格 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36.81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1%，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101.9%。青海、宁夏、贵州、海南、内蒙
古等14个省（区）活猪价格上涨，辽宁、福建、河北、山东、广东等16
个省价格下降。华南地区活猪平均价格较高，为38.57元/公斤；西
北地区较低，为34.71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55.14元/公斤，
比前一周上涨1.1%，同比上涨91.6%。北京、宁夏、贵州、新疆、重庆
等25个省（区、市）猪肉价格上涨，福建、上海、浙江、天津、山东等5
个省（市）价格下降。华南地区猪肉平均价格较高，为 56.89元/公
斤；西北地区较低，为 52.67 元/公斤。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106.2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1.2%，同比上涨145.9%。天津、江苏、宁夏、
福建、云南等 25个省（区）仔猪价格上涨，辽宁、广东、山东价格下
降，上海价格持平。

家禽产品价格 河北、辽宁等10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价格6.4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6.1%，同比下降32.7%。全国活鸡平均价格
19.30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0%，同比下降 5.8%；白条鸡平均价
格21.43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6%，同比上涨1.3%。商品代蛋雏
鸡平均价格3.45元/只，比前一周上涨0.9%，同比下降8.5%；商品代
肉雏鸡平均价格3.30元/只，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下降21.2%。

牛羊肉价格 全国牛肉平均价格82.80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2%，同比上涨 17.7%。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牛
肉平均价格 74.26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上海、浙江、福建、广东
和江苏等省平均价格 97.44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1%。全国羊
肉平均价格 79.12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1%，同比上涨 13.9%。
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区）羊肉平均价格75.1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3%；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和广东等省平
均价格84.87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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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8%，同比上涨1.4%。

饲料价格 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3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3%，同比上涨 10.4%。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 2.07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1.0%；主销区广东玉米价格2.39元/公斤，比前
一周上涨 0.8%。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3.24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上涨 1.6%。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19元/公斤，肉
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26 元/公斤，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2.98
元/公斤，均比前一周上涨0.3%，同比分别上涨5.6%、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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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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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宇恒

尽管还是盛夏，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最早
成熟的一批嘎拉苹果已经开始采摘、寻找销
路了。与往年不太一样，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还在继续，挂满枝头的苹果谁来摘、卖给
谁，让当地的农户有些疑惑。

在新疆，受此困扰的不仅是苹果种植户，
地理位置等因素也让这里的多数农产品都面
临着克服物流成本、寻找合适采购商的难
题。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共同主办，中
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中国农产品市
场协会、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公益服务联盟
承办的 2020 年新疆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
接活动（喀什）在线上举办，活动为新疆 20个
贫困县的 100多位供货商和全国各地 60家采
购商牵线搭桥，破解农产品产销衔接的堵点。

特殊时期新考验
产销对接来帮忙

“人工恐怕是今年最大的问题。”周志品
是阿克苏一家果企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出
于疫情防控的考虑，今年的采摘季可能会人
手不足，人工费用随之上涨，“前阵子最高的
价格达到了每人每天 260元。”

疫情的影响还体现在物流上。“今年一辆
15米长的冷链运输车运费要 3.8万元，比去年
涨了两倍还多。”周志品说，新疆地区温差大，
农产品甘甜可口，但却给储存带来了麻烦，

“好吃不耐储，能越快运出去越好，而且不少
都要走冷链，这个支出又避不开。”

新疆大量农产品需要运往内地销售。对
果农来说，运出去不是问题，难的是怎么运划

算。“在新疆当地 1个哈密瓜的市场零售价大
概 20元，差不多是 4斤半到 5斤左右，电商销
售的话，运到北京，2个哈密瓜的运费就要 40
元，销售价直接翻了番。”北京沙迪克商贸中
心市场部经理王炎说。

在疫情发生初期，当地就为农副产品采
收车辆等发放通行证，确保农产品流通渠道
畅通。但消费端需求上不去，直接影响到采
购商采购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农民的收入。

“虽然看情况今年是减产的，但是现在采购商
对收购都持谨慎态度，这对农户伤害很大。”
周志品说，由于担心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因此
将目光转向了国际市场，今年他另谋销路，向
泰国发了不少货。

作为链接产销两地的农产品销售平台，
沙迪克则以渠道商的身份来到了产销对接活
动现场，为新疆贫困地区农产品寻求更广阔
的市场。

农产品产销对接是促进农产品供需平
衡、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产品供给质
量、增加农民收益的重要途径。“这种点对点
的精准对接活动对像新疆这样物流成本较高
的地区帮助很大。”王炎解释，这种活动可以
让产销双方直接碰面，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
通成本，在解决销地“买贵”问题的同时，还能
解决产地的“卖难”问题。

沙迪克采取签约的方式与当地果农合
作，在新疆拥有 2.7 万亩农产品种植保障基
地，年均种植、加工各类瓜果等产品 4 万多
吨，在北京、广东、山东等地搭建运营中心，产
地直接对接销售市场。“像葡萄、杏这种必须快
速发货的，我们一般会走空运，12 个小时到
京，稍微耐储一些的品种走公路冷链运输，三
五天能到。”王炎指着带到活动现场的哈密瓜
说，“即便是这种主打高端市场的农产品，在销
地，这样点对点的销售方式也能比经过各级经
销商层层周转的方式卖价低5%左右。”

“我们现在缺的是一个让大家都认识我
们的窗口。”作为供货商代表之一，和田美比
特食品有限公司以肉鸡养殖屠宰、深加工、冷
链物流等业务为主。该公司销售经理李林在
与主会场的视频连线中表示，线上开展产销
对接活动，拉近了产销距离，希望借此机会能
进一步提高认知度、打响品牌。

多点发力助销售
长效机制渐确立

在采访中，不少产地供货商都表示，这样
的产销对接活动多多益善。活动结束了，农
产品生产不会停止，怎样才能让贫困地区的
农户少受“卖难”的困扰，成为场外值得深入
讨论的话题。

事实上，在 2018 年，农业农村部就推动
搭建了全国初级农产品产销对接公益服务平
台，构建农产品产销对接的长效机制。今年
2 月，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联合中
化现代农业、拼多多、百果园、人民优选、中华
美食频道、北京中农严选等企业机构成立了

“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公益服务联盟”，打通
一条采收、加工、物流和销售的农产品数字供
应链，引导产销高效连接，通过农货农资的上
行下达，进一步保障农户收入。

“大宗农产品的产销对接还是以获取信
息为主。”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常
务副会长何平认为，贫困地区农产品“卖难”
的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第一公里”。“贫困
地区农产品出山的这段路往往面临很高的
物流成本，所以很多采购商出于成本考虑不
愿进。”

如何让采购商从“不愿”到“情愿”？“得先
让他们知道这里有优质农产品，这就是一个

获取信息的问题。”何平说，“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打品牌，品牌知名度提升了，自然就有人
闻香而来，从而解决产销之间的衔接问题。”

这一观点在新疆已经得到印证。“吐鲁番
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库尔勒
的香梨甲天下，伊犁苹果顶呱呱；伽师甜瓜甜
掉牙，库车白杏味最佳……”

“地标是农民增收的好帮手。”周志品告
诉记者，在阿克苏的苹果核心产区，品牌效应
十分明显，即便是价格不看好的年景，一斤苹
果的收购价也会比周边地区的市场价格高出
一块钱左右。

“对于小果园来说，注册商标仍然有困
难，算成本的话，如果一个小果园就要注册一
个商标，很划不来。”何平说，为了保证产品质
量，产销对接平台上线的农产品都要求有商
标、做质检。

为了让更多农户从中受益，平台上线了
“产销对接工具包”。“这是针对这种小规模生
产者的服务。”何平介绍，协会注册商标供农
户共同使用，同时组织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再
动员 EMS 等联盟内的物流企业主动上门收
购，并提供优惠包装箱等服务。

此外，电商在解决农产品“卖难”等问题
上表现也十分亮眼。有数据显示，疫情初期，
依靠供应链的优势与扶持，京东开放平台的
入仓产品数量同比去年增长了近 3 倍；疫情
发生初期至 4月 25日，淘宝、天猫平台累计销
售 25万余吨滞销农产品。

“解决‘卖难’的问题，产和销双方要能直
接见上面。从这方面来说，电商渠道有独特
的优势。”何平认为，但另一方面，出于对品质
把控的考虑，产品从研究到真正上线往往需
要 1 个月的时间，这对农产品来说依然是一
个较长的周期。如何进一步缩短产销之间连
线的时间，是通过电商渠道构建农产品产销
对接的长效机制仍要探索的问题。

2020年首场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聚焦新疆——

搭平台通堵点 新疆瓜果销路畅

近日，在山东威海市南海新区万和七彩农业科技园里，长势喜
人的葡萄挂满支架，工人们正抢抓农时进行疏叶管理。

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南海新区规模化发展现代农
业，推动全域土地流转，引领现代农业、都市农业、高端农业快速
发展。万和七彩农业科技园规划占地2100亩，其中500亩的葡萄
基地按照精致理念管理，每亩地只种 6 棵葡萄，结果后“层层筛
选”，每平方米只保留 4 串葡萄，且每串葡萄的果粒数控制在 40
粒左右，一串葡萄可卖到 100 多元，在高端葡萄市场中具有很强
的竞争力。 李默 摄

精致管理 优质葡萄卖价好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0年第30周（2020年7月20日-2020年
7月26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16.71（以2015年为
100），比前一周升0.50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
118.95（以2015年为100），比前一周升0.68个点。

猪肉价格持平略涨，鸡蛋价格继续上涨 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
每公斤 48.91元，环比涨 0.3%，涨幅比上周收窄 1.8个百分点，同比
高 101.5%；牛肉每公斤 72.29元，环比涨 1.2%，同比高 17.6%；羊肉
每公斤 69.85 元，环比涨 1.7%，同比高 11.3%；白条鸡每公斤 16.01
元，环比涨 0.9%，同比低 3.7%。鸡蛋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7.13
元，环比涨8.0%，同比低26.9%。

水产品价格涨跌互现 花鲢鱼、鲫鱼、白鲢鱼和草鱼批发市场
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3.70元、19.23元、8.43元和 13.90元，环比分
别涨1.2%、1.1%、0.5%和0.1%；大带鱼、鲤鱼和大黄花鱼每公斤分别
为38.73元、12.02元和40.28元，环比分别跌0.7%、0.4%和0.2%。

蔬菜均价小幅上涨 重点监测的 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4.29
元，环比涨 1.7%，同比高 8.1%。分品种看，14种蔬菜价格上涨，14
种下跌，其中，生姜、黄瓜、菠菜和胡萝卜环比分别涨 9.0%、9.0%、
8.4%和5.6%，其余品种涨幅在5%以内；大白菜环比跌5.0%，其余品
种跌幅在5%以内。

水果均价环比持平 重点监测的 6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5.49
元，环比持平，同比低24.7%。分品种看，菠萝、富士苹果和西瓜环
比分别涨 4.6%、2.1%和 2.0%；鸭梨、巨峰葡萄和香蕉环比分别跌
5.1%、1.8%和0.9%。

批发市场
鸡蛋价格继续上涨

市场观象

监测预警

瓜农将蜜童无籽西瓜装箱准备销售。 潘志方 摄

□□ 本报记者 赵宇恒

眼下，新季早熟苹果已经开始上市，今年
苹果产量如何，市场行情走势将会怎样？近
日，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在利用国家苹果大数
据公共平台模型预测结果的基础上，组织多家
单位的专家，就今年苹果产量及新冠肺炎疫情
对水果市场的影响情况进行会商，并发布监测
预警分析，预计今年全国苹果产量约 4000 万
吨，比上年减产 5%左右。此外，新冠肺炎疫情
继续影响水果市场，导致水果消费下降、价格
低迷。

天气因素导致整体产量持平略减

对苹果产量起决定性影响的天气因素主要
包括露红期至坐果前期的冻害和冰雹灾害，以
及坐果后期至膨大期的降水量和干旱灾害。为
此，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利用 2000 年-2018 年
苹果主产县产量数据和气象数据，建立苹果产
量预测模型系统。

从气象条件看，今年主产区苹果花期较往
年偏早，部分地区遭受三次不同程度的霜冻灾
害。其中 4月 21日-25日发生的低温冻害对陕
北及甘肃庆阳等西北地区苹果幼果影响较为严
重，受灾地块产量明显下降。5-6月，山东部分
地区果园遭受冰雹灾害，但受灾面积较小，对产
量影响程度较低。

分地区看，由于气象条件差异较大，各主产
省苹果产量变化趋势不一。陕西省发生多次花
期低温，特别是 4月 23日的降温过程，对处于幼
果期的北部产区苹果产量影响较大，预计延安
市减产幅度达到 20%-30%，初步预计全省苹果
产量 910万吨，比上年减产约 15%。山东省大部
分产区花期气象条件较好，但 4 月份烟台市蓬
莱等地遭受多次冰雹袭击，对苹果质量影响较
大，对产量影响较小，初步预计全省产量 900万
吨左右，基本与上年持平。甘肃省南部产区尤
其是庆阳一带受低温冻害影响较大，预计减产
幅度达 30%-40%，预计全省产量 250万吨左右，
比上年减产 20%。河南省大部分产区花期气象
条件较好，受低温冻害影响不明显，初步预计全

省产量约 390 万吨，与上年基本持平。河北省
产区总体气象条件有利于苹果生长，初步预计
全省苹果产量 225 万吨，比上年增长 8%。山西
省部分主产县低温冻害较为严重，初步预计全
省苹果产量 360万吨，比上年减产 10%。

报告显示，综合模型运算结果和专家会商，
预计今年全国苹果产量约 4000万吨，比 2019年
减产 240 万吨左右，减幅约 5%。其中主产区陕
西、甘肃、山西苹果减产较多，山东、河南、河北
苹果持平或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水果消费需求

今年上半年，水果消费持续低迷，价格明显
下行。2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对物流的影响，正
常的水果销售节奏被打乱，时令水果推迟采摘，
柑橘类、热带水果以及华北地区温室大棚草莓
销售数量和价格均大幅下降。3-6 月，受水果
消费需求疲软的影响，水果交易量减少，价格明
显下行。截至 7月 9日，全国苹果库存量 253万
吨，是上年同期的 2.7倍。上半年甘肃富士苹果

批发价格平均每公斤 6.39 元，河北鸭梨批发价
格平均每公斤 2.39元，均为 2015年以来的最低
水平。

农业农村部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数
据显示，6 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
果（鸭梨、富士苹果、巨峰葡萄、西瓜、香蕉、菠
萝）批发均价每公斤 5.89 元，同比下跌 29.8%，
其中鸭梨和富士苹果同比分别下跌 55.8%和
46.7%。

虽然今年全国苹果将小幅减产，梨受冻害
影响也呈减产预期，但受疫情对物流和消费的
影响，山东、陕西等产地苹果去库存压力较
大。据此，专家分析新季水果上市价格可能较
低，预计 10 月份苹果、梨、柑橘等大宗水果大
量上市期间，价格有可能降至近年低点，甚至
出现滞销现象。为此，建议水果主产区在强化
产量预测、上市时间、销售区域等市场预警机制
的同时，加强产销信息发布，加强后期果园管
理，保产量提质量，加快构建多种产销衔接渠
道，大力发展新型电子商务，促进苹果等大宗水
果市场平稳运行。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发布苹果监测预警分析——

新苹果上市价或走低 建议提前做好产销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