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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周报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操戈 邓卫哲

眼下在海南省三亚市的田间地头，不少
农民在地里忙活着，为冬季瓜菜的种植做准
备。在崖州区坡田洋，农户赵成州正忙着排
水除草、整地备耕，准备种植5亩豇豆。

10 月 29 日，三亚市召开 2021 年冬季农
业生产动员大会，确保今冬明春全市冬春瓜
菜种植面积稳定在17万亩（含复种），总产量
47 万吨，出岛量 43 万吨，瓜菜良种覆盖率
95%以上，化肥农药减少3%，产品抽检合格率
98%以上。

三亚市副市长罗东称，对于三亚农业来
说，一年之计在于冬。三亚作为全国人民冬
季的“菜篮子”“果盘子”，冬季农业生产不仅
要为全年农业稳产保供开好局，起好步，更要
为内地市场冬季稳价保供作出担当。

为此，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日前专门印
发《三亚市 2021 年度冬季瓜菜产销工作指
导意见》，指导全市种植户：一是多措并
举，提高复种指数，积极推广“稻-菜”轮
作、“菜-菜”间作套种等耕作制度，充分
挖掘撂荒地复耕空间、提高复种指数，扩
大种植规模。二是合理安排植期，适时扩
种调优，引导农户不要过于集中种植，尽
量避免各区同时上市，确保今年 12 月到明

年 2 月间持续稳定上市。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还组织人员到国内其

他冬季瓜菜产区和主要销地市场调研了解生
产和需求情况，积极引导广大农户因地制宜，
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在
优化品种结构上，建议广大种植户总体上适
当减少和控制椒类种植面积，增加四季豆种
植面积，调减多年豇豆连作种植区域面积，增
加苦瓜种植面积，减少或控制冬瓜和青瓜种
植面积。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把控方面，三亚市农
业农村局不断压实属地责任，强化监管，把好
农产品质量安全关，在加强田间检查的同时，
推行出岛瓜菜24小时检测制度，确保出岛瓜
菜 100%检测。同时，加强科技支农力度，助
力高效绿色发展，积极推广良种良苗，保障良
种供应；加强技术指导，大力推进瓜菜病虫害
绿色防控、农药化肥减施增效和田间废弃物
回收。

为抢抓冬种时机，助力农民增收，三亚正
抓紧实施2021年冬季良种补贴项目，在政府
给予补贴后，农户可以优惠价格购买瓜菜种
苗。作为项目实施单位，三亚市热带农业科
学研究院将培育青瓜、茄子、辣椒等冬季瓜菜
嫁接种苗 500 万株，目前优质种苗已开始送
往预订农户手中。

海南三亚

确保今冬明春瓜菜种植面积

新疆农优特产品产销对接活动现场
达成意向采购签约额8.2亿元

黑头羊切成精致的大排放进真空包装，鸽子烤好放入便携的
小袋，香梨膏包进袖珍的长条小袋，蘑菇做成一次拆一包可煮一
罐汤的汤包……近日，在新疆库尔勒市巴音郭楞宾馆举行的2021
新疆农优特产品产销对接活动上，来自南北疆的各种农优特产品
琳琅满目。整个展厅内弥漫着天山南北农优特产品的芬芳。

当日，以“推动产销对接、加强县域商业、助力乡村振兴、走向
共同富裕”为主题的2021新疆农优特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库尔勒
市举行。此次活动由商务部流通发展司指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商务厅主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对接活动进一
步加强了农产品采购商与新疆农产品企业的交流合作，搭建线上
线下对接平台，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机制，促进新疆农产品销
售。新疆100家农业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
养殖大户参加对接。来自全国 104 家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连锁
超市、农产品电商平台的采购代表与当地农产品企业进行了洽谈，
达成意向采购签约额8.2亿元。

近年来，自治区商务厅以深化农产品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围绕
助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加强农产品采购商与新疆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养殖大户等农产
品生产主体对接，建立长期稳定产销关系，推动农产品供应链高质
量发展，已达成近百亿元的意向签约。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会长戴中久说：“协会组织了来自全国线上
线下的130余家大型的采购企业，与和田、喀什、阿克苏、克孜勒苏
柯尔克孜自治州的果农、菜农以及生产合作社，进行面对面的洽谈
对接签约。让新疆农优特产品更好地走出新疆，走向全国，卖出好
价格。”今后，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进一步扩大
新疆农产品的品牌效应，完善全产业链供应链渠道，更好地推进产
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周海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集贸市场
玉米、豆粕价格下降

据对全国 500 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10 月份第 3 周
（采集日为10月20日）生猪、鸡蛋、活鸡、白条鸡、商品代蛋雏鸡、牛
羊肉价格上涨，商品代肉雏鸡、玉米、豆粕、肉鸡配合饲料价格下
降，生鲜乳、育肥猪配合饲料、蛋鸡配合饲料价格持平。

生猪价格。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13.4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2.5%，与去年同期相比（以下简称“同比”）下降57.7%。全国30个
监测省份活猪价格上涨。华南地区活猪平均价格较高，为 13.64
元/公斤；东北地区较低，为 13.09 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
22.58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7.4%，同比下降 55.3%。河北、山西、
辽宁、吉林、河南、安徽等 29 个省份猪肉价格上涨，海南猪肉价格
下降。华南地区猪肉平均价格较高，为24.06元/公斤；东北地区较
低，为19.17元/公斤。全国仔猪平均价格22.73元/公斤，比前一周
上涨1.2%，同比下降76.2%。辽宁、河北、上海、浙江、甘肃、青海等
19个省份仔猪价格上涨，海南、湖北、广东、湖南、广西、贵州等9个
省（区）仔猪价格下降，天津价格持平。

家禽产品价格。全国鸡蛋平均价格 10.90 元/公斤，比前一周
上涨2.3%，同比上涨15.6%。河北、辽宁等10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
价格9.99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4.6%，同比上涨28.1%。全国活鸡
平均价格19.13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6%，同比下降2.3%。白条
鸡平均价格为 21.34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4%，同比下降 1.6%。
商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为 3.61元/只，比前一周上涨 0.6%，同比上
涨 4.3%。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为 2.89 元/只，比前一周下降
0.3%，同比上涨1.4%。

牛羊肉价格。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85.8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
涨0.2%，同比上涨0.5%。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
牛肉平均价格 78.33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1%。全国羊肉平均
价格 82.60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2%，同比上涨 1.6%。河北、内
蒙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区）羊肉平均价格 78.81 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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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9.4%。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8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3%，同比上涨 15.4%。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 2.54元/
公斤，与前一周持平。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2.99元/公斤，比前
一周下降 0.7%。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3.8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5%，同比上涨14.8%。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3.62元/公斤，与
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 10.0%。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65元/公
斤，比前一周下降 0.3%，同比上涨 9.3%。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38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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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市场
蔬菜、猪肉、鸡蛋价格上涨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1 年第 42 周（2021 年 10 月 18 日-2021
年 10月 24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指数”为 123.90（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升 4.91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
数”为126.46（以2015年为100），比前一周升5.70个点。

猪肉、鸡蛋价格上涨。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20.20元，环比
涨 8.8%，涨幅比上周扩大 4.5 个百分点，同比低52.6%；牛肉每公斤
76.59元，环比跌0.1%，同比高1.6%；羊肉每公斤70.24元，环比涨0.1%，
同比高0.5%；白条鸡每公斤16.95元，环比涨0.8%，同比高6.1%。鸡
蛋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9.99元，环比涨4.7%，同比高27.4%。

多数水产品价格小幅下跌。花鲢鱼、草鱼、白鲢鱼、鲫鱼和鲤鱼
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18.84元、18.78元、11.48元、21.00元
和15.80元，环比分别跌2.6%、2.0%、2.0%、0.8%和0.1%；大黄花鱼和
大带鱼每公斤分别为44.01元和38.35元，环比分别涨2.2%和0.3%。

蔬菜均价继续上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5.57
元，环比涨 8.8%，为连续 5周上涨，同比高 20.3%。分品种看，26种
蔬菜价格上涨，2种下跌，其中，菜花价格涨幅较大，环比涨27.8%，
洋白菜、芹菜、茄子、菠菜和豆角环比分别涨 19.9%、19.3%、19.2%、
19.0%和18.3%，其余品种涨幅在13%以内；莲藕和生姜环比分别跌
2.8%和0.3%。

水果均价略有上涨。重点监测的 6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5.68
元，环比涨0.5%，同比高5.6%。分品种看，西瓜和菠萝环比分别涨
7.6%和 3.4%；香蕉、鸭梨、富士苹果和巨峰葡萄价格环比分别跌
2.8%、1.5%、1.5%和0.9%。

保供稳价在行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莫志超

近日，江西龙南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当地持续发力抓好秋冬蔬菜生产。
目前，全市在田蔬菜面积 2.527万亩，叶类菜
种植面积 1.45 万亩，其中小白菜 3300 亩，菜
心苗 3150 亩，上海青 2940 亩，芥蓝菜 2250
亩，薯叶1380亩，水白苗700亩，山苏、沙拉菜
等特色蔬菜800亩。预计11月中旬该市秋冬
蔬菜将大量上市。

近年以来，龙南市充分发挥“江西南大
门”的区位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坚持“富
民、高质、可持续”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将龙
南打造成供粤港澳大湾区精品蔬菜优质产
区”的发展定位，大力实施“政府主导、菜农

培育、市场拓展”三大战略，全面推进标准化
蔬菜基地建设，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明
显，龙南市蔬菜产业发展实现了“质”“量”同
步提升，蔬菜种植水平、经营效益和社会效
益有了显著提高。全年蔬菜播种面积达到
11.5 万亩，建成设施蔬菜基地面积 7000 余
亩，年产各类蔬菜总量 24.5 万吨，蔬菜年总
产值 7.6 亿元，初步形成了以千亩供港澳蔬
菜种植基地、千亩山苏特色蔬菜种植基地和
千亩高效蔬菜种植基地为三大龙头的蔬菜
产业发展布局。蔬菜品牌建设初见成效，多
个蔬菜品种获得有机转换认证和绿色食品
认证，2020年龙南市渡江镇岭下村蔬菜基地
获得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和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生产基地认证。

江西龙南

11月中旬秋冬蔬菜将大量上市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蒋欣然

近日，记者从山东莘县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当前季节，莘县在产蔬菜主要是黄瓜、西
红柿、茄子、青椒、芸豆等。9 月以来的持续
降雨对全国蔬菜种植造成了影响，但是由于
莘县是设施蔬菜主产地，抗自然灾害能力
强，相比于露地菜，对莘县的设施蔬菜生产
造成影响不大。

莘县农业农村局多种经营办公室负责
人苗纪忠介绍，当前茬口正是莘县蔬菜生产
旺季，将持续到 11月底 12月初，这个季节主
要品种为黄瓜、西红柿、樱桃西红柿、圆椒、

尖椒、芸豆、西葫芦等，大约有 30 万亩左右。
12月中下旬，莘县大部分种植户将开始定植
明年4月产果的香瓜、甜瓜和西瓜。

在保供稳价方面，莘县加强技术指导服
务，尽快让蔬菜生产达到最佳状态。针对前
期不利天气以及气温的逐渐降低，莘县扎实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县农业农
村局利用“三遍访”行动，把农技指导送到基
层，把群众需求收集上来进行精准解答，确保
设施蔬菜生产稳定、有序。该县组织30余名
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讲解当前天
气、土壤条件下，针对病虫害防治、硬件设施
维护、补种茬口作物等问题做具体技术指导。

山东莘县

加强技术指导，设施蔬菜生产稳定有序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龙成

近年来，苹果价格因产区扩大、产量大增及
需求减弱等影响，价格始终低迷，自上月底以来，
苹果价格大幅连续上涨，10 月价格上涨幅度达
到近 50%。记者随即走访产地及市场等供应环
节，对苹果价格上涨可持续性一探究竟。

走进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马栏红优质苹果
产业园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络绎不绝。“苹果
一直是优质优价，质量好就一抢而光，我们 80#
以上条纹一二级果价格能卖到 3.5元每斤，其他
地方顶多 3.3 元每斤。”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整体来讲还是丰收了，产量并没有减多

少，只是中秋时的冰雹天气稍微有些影响，大约
影响了10%左右苹果的质量问题。”

记者了解到，旬邑马栏红是地理标志农产
品，种植面积近200万亩，绿色生态、色泽艳丽、脆
甜多汁，风味浓郁，属于苹果里的高端货。“我们有
自己的品牌和销售渠道，好品质订货客户较多，而
通货我们一般不打包装，大部分走电商和批发市
场，价格相对好货来说不太稳定，最近价格虽然略
有上涨，但走货量并没有出现多大增长。”园区相
关负责人说。

随着近年来落实的产业战略布局，甘肃、四川
大凉山等地都种起了苹果，而苹果产业也成为当地
农民致富的主导产业。苹果产区的增加，使北方地

区虽遇自然灾害，但国内依旧能保持充分供应。
“丰产大环境不利于价格持续走高，虽然现

阶段水果价格被炒作得较高，主要是由于西瓜季
节结束，砂糖橘还未大量出产，短时间内无大量水
果上市，再叠加冰雹、水灾等气候因素，近期水果
价格才会强力上涨，但是持续性我并不看好。”经
营水果多年的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水果大户安继
坤告诉记者，“水果市场很特殊，各品种间具有很
强的互补性。去年冬季，我们苹果档口，从早上6
点卖3.7元/斤，询价人扭头就走，到上午9点价格
已经放到2.9元/斤才略有成交，因为当天市场一天
来了300多车砂糖橘，几毛钱一斤的价格，几块钱
水果根本走不动货，直接冲击到整个水果市场。”

据有关机构分析报告称，4月倒春寒今年并
未发生，苹果较往年生长得更加顺利；时至中秋，
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却突遇霜冻和冰雹，自然灾
害对苹果生长造成一定的损害，市场普遍认为优
果率有所下降，水果整体供应短时期内出现紧
张，同时现阶段受蔬菜等价格上涨带动等因素，
共同导致近期苹果价格出现急速上涨。

“现阶段主要是炒作优果率，目前来看我认
为炒作有些过头了，除了节日因素影响，譬如圣
诞节平安夜，零售端对苹果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
外，整体供需环节尚未出现根本性转变，苹果价
格终究还是会回归理性。”北京璞泽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龙介绍。

苹果：整体供需格局未转变，价格终会回归

产销对接平台

市场观象

□□宋伊然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曹成毅

为切实做好主要农产品（蔬菜）保供稳价
工作，加强市场信息监测预警，10月29日，广
东省农业农村厅召开了主要农产品产销情况
交流座谈会，回应市民关注热点，分析研判近
期市场行情。

近期全国各地蔬菜生产受冷空气及降
雨影响，上市量有所减少，10 月广东省内
大型批发市场蔬菜总交易量小幅减少，环
比下降 1.1%，批发价顺势上涨。蔬菜加权
批发均价涨至 4.8 元/公斤，环比上涨 9.2%，
其中白萝卜、黄瓜、空心菜、节瓜和苦瓜批
发价上涨幅度较大，生菜、甘蓝和南瓜批发
价下降。11 月预计气温相对稳定，有利于
冬种蔬菜生长，蔬菜供给量充足，蔬菜价格
稳中有降。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冬种蔬菜逐渐上市，蔬菜行情较好，种
植户积极性高，预计冬种蔬菜产量超 1000

万吨，蔬菜整体供应充足，部分蔬菜外调。
9 月下旬部分种植户已开始晒田、翻耕等
蔬菜准备工作，并进行如辣椒、番茄等生育
期较长品种的播种育苗工作，10 月，陆续
种植蔬菜，预计晚稻收割后 11 月中旬广东
省冬种蔬菜种植将迎来一段种植高峰期。
冬种蔬菜种类丰富，包括白菜类、豆类、甘
蓝类、根菜类、瓜类、绿叶蔬菜、茄果类等，
但仍以耐低温条件、生长周期短的叶菜类
为主，占比预计 30%左右；随着樱桃番茄种
植规模的增加，茄果类蔬菜产量预计相应
增加，上市期集中在 11 月至次年 3 月。后
期随着天气晴朗、气温回升，生产条件变
好，供给逐渐增加。

相比其他农产品，蔬菜保质期较短，为提
高保鲜及减损增值能力，10月广东省农业农
村厅联合省财政厅编制了《广东省农产品产
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实施方案》，聚焦鲜活农
产品产地“最先一公里”，推动产销对接更加
顺畅、让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衔接。

广东

冬种蔬菜整体供应充足

近期叶菜、茄果类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洋葱、土豆等耐储蔬菜价格相对稳定，赢得消费者青睐。图
为北京市朝阳区一家超市内，消费者在选购蔬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朱颖颖 摄

市场论坛

□□ 赵宇恒

近一段时间，蔬菜价格成为农产品市场
上的绝对“主角”。一方面是由于经销商都直
呼“罕见”的高菜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关
系着每家每户的“菜篮子”。一些种植户反
映，高菜价之下，自己并没有赚到；经销商同
样叫苦，说自己是“赔本买卖”；消费者反应更
加剧烈，十几二十元一斤的菠菜让“菜篮子”

“沉重”起来。归根到底，从田间到餐桌，拎稳
“菜篮子”不是某个环节的事情，而是需要多
方努力。

首先，要稳住菜农。以往某些单一品种
菜价上涨，更多是因为前一轮菜价低或其他
作物效益更高影响本轮蔬菜种植，是市场的
手在对供给端起作用，也是可以较早预见
的，对农户而言，种了就是赚到。此次天气
的影响占了大头，田里的菜受了影响，或是

长得慢了或是质量有所损伤，短时间内无法
满足市场需求，市场调节的手便伸向了销
端。此时，尽管菜价很高，但手里缺菜的农
户却难能分羹。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扛过
去天气影响的菜农里，不少都是种植茄果类
蔬菜的合作社、大户，一来他们的管理技术、
种植设施都跟得上，本身在对抗自然灾害中
就有优势，二来他们选择种植茄果类蔬菜的
原因之一就是收益相对稳定；对小散户而
言，叶菜管理相对简单，是更优的选择，但在
灾后田间管理方面，他们更需要技术支持，
保住他们就是保住蔬菜供应的“一池活
水”。让农户在灾后有菜可收、有菜可卖，拎
稳“菜篮子”的第一步，不仅要稳住种植大
户，小散户的技术培训和灾害、价格、收入等
各种保险也要跟上。

其次，要稳住供应链。此次北方产区
的天气之所以能影响到全国各地的“菜篮

子”，还要从蔬菜供应格局说起。我国蔬菜
处在全国范围的大市场、大流通格局下，可
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这轮蔬菜价格大涨
的时间与蔬菜产地转换衔接的时间基本重
合，北方产区蔬菜提前下市，本应顶上的中
部产区延期上市，冬菜“顶梁柱”南方产区
尚未到上市时节，产区过渡不顺畅，引起了
10 月菜价的连锁反应。因此，一是要落实
好“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摸清供给情况，才
能有效调度。二是要统筹好产区布局，今
年产区的天气状况不是无迹可寻，如果能
全国一盘棋统筹考虑，以叶菜和速生菜的
生长周期，或许能在供给端有些许弥补。
三是统筹好品种布局，收益稳定的茄果类
蔬菜，与健康消费观念下不可或缺的叶菜，
产需之间如何平衡，仅凭农户单打独斗还
差点火候。四是加强产地仓储保鲜设施建
设，此轮价格上涨中，耐储类蔬菜价格相对

稳定，除了地里有菜之外，“冷库里有菜”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后，还要稳住餐桌边的消费者。这次
菜价在高位持续了近一个月，消费者固然关
注，舆论投诸的目光更甚。消费者接收到的
信息是“菜价涨了”，了解到的原因是“天气影
响蔬菜供应”，难免心绪波动。这时更要及时
发布信息，不仅要让消费者了解菜价为什么
涨了，也要让大家看到田地里正在努力生长
的蔬菜——它们不是不到，只是晚了些。给
消费者多一些信心，少一些焦虑，也让投机者
无机可乘。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对蔬菜稳
产保供提出了更高要求。再过不到两个月又
要迎来元旦春节双节，为了防止节日效应的
叠加，各地更应做好、做足应急预案，保障蔬
菜供给，畅通流通渠道，让菜农的钱袋子能填
满，让消费者的菜篮子能装满。

拎稳“菜篮子”还需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