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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新棉即将上市，在内外经济增速
下滑、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的状况
下，棉花需求下降，很可能出现“卖棉难”
现象，损害棉农利益，需要及早做好统筹，
确保我国棉花产业稳定发展。

市场预期转弱
棉花销售进度缓慢

需求方面，今年 2 月份以来，国内疫
情散发频发，对社会运行和经济生活造成
了较大冲击，棉花产业供应链遭遇卡点堵
点，国内市场预期转弱等阶段性下行压力
明显加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
1-5 月，全国限额以上单位服装鞋帽、针
织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8.1%，网
上穿着类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1.6%。终
端消费品下降，削弱了对棉花的需求。后
期展望看，美联储继续加息以抑制通胀，
全球经济进入衰退的预期越来越强，海外
纺织品服装出口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受
整体宏观经济和贸易环境影响，国内棉花
消费存在缩减压力。

供给方面，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
监测，截至6月30日，全国累计加工皮棉
580.1 万吨。再加上进口及上年度库存，
2021/2022 年度，棉花供给超过 1000 万
吨。2022年以来，我国棉花市场一改上年
供销两旺格局，棉花市场疲软，消费持续
不振，棉花销售进度缓慢。今年 7 月 13
日，国家开始启动储备棉轮入计划，考虑
国储收储规模，2021/2022 年度仍然有约
80万吨棉花进入下一年度。

植棉成本增加
新棉价格或不乐观

2021 年，国内化肥价格出现普遍上
涨。据调研，今年棉花农资成本投入涨幅约
50%，每亩约 300 元。土地流转费每亩
800-1200元，较上年增加200-300元。后
期由于油价上涨，棉花采摘费用也会有所上
涨。总体估算今年棉花生产成本每亩较上
年至少增加500-600元左右，涨幅约20%。

在供需形势影响下，2022 年 1-7 月，
国内标准级棉花 3128B 级棉花月均价每

吨 从 22530 元 下 降 到 17366 元 ，降 幅
22.9%。目前3128B级棉花现货价格已经
跌到每吨16000元，郑棉期货主力合约结
算价每吨14780元。从生产看，由于去年
棉花价格较好，农户植棉积极性较高，今
年我国棉花面积同比稳中略增。根据国
家现代棉花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
室全国棉花生产监测显示，2022年全国棉
花播种面积同比增1.6%。截至目前，全国
棉区综合气象条件适宜，病虫害轻度发
生，棉花长势总体良好，预计新棉产量将
有望超过上年度。在当前棉花供给充足、
需求难有起色、棉价不断走低的态势下，
新棉价格可能不容乐观。

建议及早谋划
确保棉农合理收益

考虑到今年植棉成本大幅增加，棉花
加工企业普遍资金紧张，新年度有可能会
出现“卖棉难”现象。建议及早做好谋划，
确保棉农合理收益。

一是提前制定新棉收储计划，充分发

挥国储对国内市场的调节作用。针对今
年有可能出现的棉花消费下降、卖棉难等
现象，建议相关部门统筹考虑，提前制定
新年度棉花收储预案，在必要时启动国家
棉花收储，平衡国内棉花供需，稳定国内
棉花市场和生产。

二是谨慎安排下年度棉花滑准税配
额。为稳定国内棉花价格，要根据新年度
国内棉花供需形势、贸易状况等因素综合
考量，一方面要确保满足外销企业外棉需
求，另一方面要规避外棉对国内棉花消费
的冲击，需要谨慎确定棉花滑准税发放时
机、发放规模和进口结构。

三是加强对下游纺织企业的支持力
度。严格落实 4 月份国家出台得稳外贸
稳外资政策，对运行困难的内销纺织企业
在企业所得税、社保、用水、用电等方面为
企业切实减负，提供优惠贷款，引导国内
棉花消费市场预期复苏，维护棉花市场的
健康稳定。

（作者单位为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
究中心）

新棉上市要谨防“卖棉难”
翟雪玲 原瑞玲 冷博峰

市场分析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宇恒

眼下，2022年棉花收储启动已有近一
个月。截至8月9日，中央储备棉收储累
计成交58480吨。中国储备棉管理有限公
司此前发布公告，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要求
及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安排，为
促进棉花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储备棉管理
有限公司于7月13日启动2022年第一批
中央储备棉轮入，并将根据市场形势、收
储情况等适时确定结束时间。

公告内容显示，此轮收储将通过全国
棉花交易市场以公开竞价交易的方式进

行，收储总量为30—50万吨，每日挂牌数
量原则上均衡安排并动态调整。收储竞买
最高限价（到库价格）按前一个工作日国内
棉花现货价格动态确定（具体计算公式见
附件），并设置启动/停止价格，当前一个工
作日国内棉花现货价格低于18600元/吨
（含）时启动收储、高于18600元/吨时停止
收储。交易对象限定为经2021/2022年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
示后确定的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加工企业。

质量标准方面，收储棉花为 2021/
2022年度生产加工且已纳入新疆棉花专
业监管的锯齿细绒棉，要求颜色级白棉4

级及以上和淡点污棉1级（且在新疆监管
库公证检验结果颜色级白棉 3 级及以
上）、长度级28mm及以上、马克隆值级B
级及以上的比例均不得低于80%，具体质
量要求另行公布。棉花包装应采用棉布
外 捆 扎 ，且 符 合 棉 花 包 装 国 家 标 准
（GB6975-2013）。据了解，收储的中央储
备棉由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组织对质
量和重量按 100%进行公证检验。此外，
根据公告，在中央储备棉轮入过程中，如
遇国内外棉花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根据有
关部门调控意见要求，需要对轮入安排做
必要调整的，届时将另行通知。

随后发布的《2022年中央储备棉轮入
竞价交易办法》显示，中储棉公司于每个
交易日上午，按照有关部门规定的格式，
向交易市场提供拟采购的产地、生产年
度、数量、质量、交货仓库和最高限价等信
息；交易市场会同中储棉公司于每个交易
日上午通过中国棉花信息网和中国棉花
网对外公布拟采购的产地、生产年度、数
量、质量、交货仓库和最高限价等信息，供
卖方浏览。通过中国棉花信息网“2022年
中央储备棉轮入”专栏，可以查询到由交
易市场免费提供的交易实时行情服务，及
每日成交企业及违约情况。

棉花收储启动一个月，累计成交近6万吨
新闻链接

□□ 李阳

栽桩、扶苗、绑线一气呵成……近日，在
甘肃徽县榆树乡杨河村大堡子山的订单辣
椒种植基地里，一排排辣椒长势喜人、色泽
饱满，沉甸甸地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

“今年，在村集体的带动下，我试种了线
椒50亩，预计今年亩产能达到5000斤左右，
亩产值近万元。同时，按照县里的奖补政
策，我还能领到 3万多元的产业奖补资金。”
杨河村村民杨国保的脸上溢满笑容。

近年来，榆树乡因地制宜，做大做强山
地特色农业，通过“党支部+村级股份经济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深化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有序扩大辣椒种植规
模，引进红椒、朝天椒、珠子椒等 5 个品种。
目前，头茬辣椒已进入采摘期。

来到位于陇南工业园区徽县园的辣椒
收购基地，来自榆树乡、伏家镇、银杏树镇等
8个乡镇新鲜辣椒已经分拣完毕，正在被一
筐筐装进保鲜库储藏。正在进行辣椒分拣

的杨小芳说：“丈夫、孩子都在外务工，我在
家里照顾老人，干一天活还能挣100元哩！”

“收购基地里，像杨小芳这样就近务工
的村民一共有 30 多人。”收购基地负责人
张三军说介绍，今年，为了便于农户销售，
收购基地通过和相关村庄的村党支部协
商，设置固定收购点，按照前期签订的协
议，在最低保护价的基础上，按照辣椒质量
进行分级，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通过批发
市场、超市等渠道进行销售，还有部分进入
下游产业加工成辣椒酱，最大程度提升产
业附加值。目前，全县共设置了 20 多个收
购点，收购价格在 2—3 元/斤左右，最高时
能达到 3.2元/斤。

据了解，今年以来，徽县大力发展特色
山地农业，以产业提质增效为目标，制定印
发《徽县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奖补办法》，大力
发展订单辣椒、架豆、生姜、大蒜等特色产
业，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
要抓手，逐步形成合作社种植、企业收购、农
户参与的“订单式”产业链条。

甘肃徽县

订单辣椒收获好“钱”景

□□ 王鲁兵 任万业 张学健

山东潍坊昌邑市位于渤海莱州湾畔，海
产品丰富，农业基础牢固，年产果蔬 86 万
吨、畜牧产品 15 万吨、水产品 21 万吨，具备
发展预制菜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
昌邑市抢抓预制菜产业发展的新机遇，筑牢
产业安全屏障，打造肉、菜、面、海产四大类
别、50多个系列、800多个预制菜品种，销往
全国各地以及日韩、欧美、中东等 20多个国
家和地区，抢占预制菜新赛道，开启“菜篮
子”产品新业态。

“基地+园区+市场”
全面打通销售渠道

“昌邑大姜入选 2021 年第一批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好品山东’，每年的
种植面积都在 10万亩左右。这成为我们发
展预制菜产业的坚实基础。”昌邑市农业农
村局局长闫文志介绍，昌邑市采取预制菜
企业自建原料基地或“预制菜企业+农业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模式，参照
地理标志产品、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做法，

按照“绿色、生态、安全”标准，建设海洋渔
业绿色养殖基地、果蔬畜牧种养一体化生
态基地、优质生姜种植基地、万亩粮油产业
示范园、好品电商种养殖基地“五大基
地”。目前，总面积已达 45 万亩，涵盖水
产、肉禽等领域，为预制菜产业发展提供优
质、稳定的原料保障。

同时，借助专业园区带来的集群效应，
目前，昌邑市已初步形成青山食谷预制菜产
业园、下营海产品预制菜产业园、生姜三产
融合示范园等五个特色园区为支撑的“1+5”
园区发展格局。

此外，依托大型商超、社区网点以及跨
境贸易、网店直播等平台，通过举办首届预
制菜美食节等方式，昌邑市全面打通企业、
商家、消费者供给渠道，昌邑市绘出预制菜
从田间地头到厨房餐桌的“微笑曲线”，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以及日韩、欧美、中东等 20多
个国家和地区。

“研发+制造+品牌”
紧紧抓住消费者

“萝卜是潍坊的特色农产品。我们打造

出老潍县萝卜丸，产品一直供不应求，年销
售量达到 1000吨。”山东九洲风味食品有限
公司销售经理李国柱说。

昌邑市紧紧抓住消费者的“胃口”，建立
地方特色预制食品清单管理制度，借助现代
技术，不断开发出丸和姜片、民和鸡产品等
特色预制菜品。

“我们建立惠企‘政策包’，积极引导企
业通过技术改造、新上项目等方式加快预制
菜工业化生产，建设工业化中央厨房，实现
智能化生产加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品控
能力，以工业化‘厨房变革’让菜篮子变菜盘
子。”昌邑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孙兆兴说。

为“更上一层楼”，昌邑市制定预制菜品
牌培育专项计划，坚持引进和培育并重、打
造和维护同步，培育形成了一批具有昌邑特
色和比较优势的预制菜品牌，推动预制菜产
业由“数量经济”向“品牌经济”转变。

“组织+监管+要素”
引导市场有序发展

“生产预制菜是为了让百姓吃的更便
捷、更美味、更放心。我们为此创新建立了

相关标准体系，使我们的营养餐、手工面
食、净菜等预制菜产品在市场上越来越畅
销。”潍坊鑫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马
东升说。

昌邑市实施“制定行业标准+开展诚信
评价+强化质量管控”综合管理法，建立完善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创新设
立预制菜“身份码”，积极引导预制菜行业自
律有序发展，有效筑牢产业安全屏障。

在预制菜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既有
市场的自主选择，也离不开政府的主动作
为。昌邑市强化“跨层级联动、跨部门协
同、跨领域集成”，构建组织领导、行业监
管、要素保障预制菜工作推动完整体系，制
定《昌邑市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昌邑市 2022预制菜产业发展年度
工作计划》，建立全市近百家预制菜生产企
业参与的产业联盟，共同打造预制菜“昌邑
品牌”。

据了解，目前，该市加快推动实施预制
菜产业“3342”工程，打造 300个目标规模、3
条布局脉络、4 大产业链条、2 个销售平台，
努力为全国餐桌端上昌邑菜品。

山东昌邑：预制菜拓宽“菜篮子”产品销路
市场观象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2年第 31周
（8 月 1 日-8 月 7 日，下同）“农产品批发
价格 200 指数”为 121.48（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降 1.43个点，同比高 7.53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
数”为 122.33（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
周降1.68个点，同比高7.35个点。

猪牛羊肉价格小幅下跌，鸡蛋小幅
上涨。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29.10 元，环比跌 0.9%，同比高 32.5%；牛
肉每公斤 76.21 元，环比跌 0.9%，同比高
0.6%；羊肉每公斤66.42元，环比跌0.3%，
同比低 5.8%；白条鸡每公斤 18.98 元，环
比涨 3.1%，同比高 14.5%。鸡蛋批发市
场周均价每公斤 10.58 元，环比涨 2.1%，
同比高1.6%。

水产品价格涨跌互现。草鱼、鲤鱼、
鲫鱼和白鲢鱼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分

别为 17.90 元、15.32 元、21.14 元和 9.78
元，环比分别涨6.9%、5.6%、3.7%和0.6%；
花鲢鱼、大黄花鱼和大带鱼每公斤分别
为 17.68 元、42.03 元和 40.29 元，环比分
别跌4.4%、3.1%和0.9%。

蔬菜均价小幅下跌。重点监测的28种
蔬菜周均价每公斤4.61元，环比跌2.5%，同
比低1.1%。分品种看，18 种蔬菜价格下
跌，10种上涨，其中，黄瓜价格跌幅较大，环
比跌12.8%，其余品种跌幅在10%以内；南
瓜、西红柿和生姜环比分别涨14.9%、5.5%
和5.2%，其余品种涨幅在5%以内。

水果均价小幅下跌。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6.95 元，环比跌
0.1%，同比高22.1%。分品种看，鸭梨、富
士苹果和巨峰葡萄周均价环比分别跌
4.3%、1.7%和 1.5%；西瓜、香蕉和菠萝环
比分别涨8.1%、5.0%和0.7%。

批发市场

果蔬价格小幅下跌

据对全国 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
点的监测，8月份第 1周（采集日为 8月 3
日）鸡蛋、鸡肉、商品代肉雏鸡、羊肉价格
上涨，生猪、猪肉价格下降，仔猪、商品代
蛋雏鸡、牛肉价格持平。

生猪产品价格。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44.95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
10.0%。全国生猪平均价格21.68元/公斤，
比前一周下降0.1%，同比上涨39.3%。全
国猪肉平均价格33.91元/公斤，比前一周
下降0.1%，同比上涨31.6%。

家禽产品价格。全国鸡蛋平均价
格 11.42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0%，

同比上涨 6.2%。河北、辽宁等 10 个主
产省份鸡蛋平均价格 10.54 元/公斤，比
前一周上涨 1.6%，同比上涨 2.7%。全国
鸡肉平均价格 24.10 元/公斤，比前一周
上涨 0.3%，同比上涨 10.8%。商品代蛋
雏鸡平均价格 3.80 元/只，与前一周持
平，同比上涨 3.8%。商品代肉雏鸡平均
价格 3.34 元/只，比前一周上涨 0.3%，同
比上涨 3.7%。

牛羊肉价格。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86.89元/公斤，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同比上
涨2.2%。全国羊肉平均价格81.13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0.3%，同比下降0.9%。

集贸市场

生猪价格下降

□□ 谭芳 张玉霞

“老铁们，现在正在装车的是‘小成’
西瓜红薯，香甜面糯，具有很高的营养价
值，推荐大家品尝，保管你吃了一块想吃
第二块。”日前，山东省广饶县稻庄镇北
成村村民成懿娜的直播又开始了，手机
屏幕前的她显得格外自信，而这份自信
更多地来源于自家农产品的过硬品质。

这样的“云端”卖货，成懿娜已经做
了多年。“从 2013年开始，我就尝试在微
信上推介农产品，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
微商。”成懿娜介绍道，从刚开始在朋友
圈里发发信息，到建立起近两百个专门
推广“小成”农产品的微信群，并在当地

及周边县市区设立线下 150 个销售点
位，目前，已经构建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销售渠道。随着抖音、快手等平台的出
现，她又开辟了新的“战场”，通过“直
播+电商”新模式，扩大了宣传和销售范
围，每年线上销售红薯、小米、黑面条等
农产品 30余吨，将“小成”农产品卖到了
全国各地。

“现在‘小成’红薯和‘小成’黑面条已
经成为当地‘网红’农产品。”成懿娜说，今
年，她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成为
一名“新农人主播”，同时再设立100个线
下销售点位，联结更多的中小农户，增加
农产品种类，让更多广饶特色农产品走向

“云端”。

山东广饶

特色农产品“云端”热销

□□ 杜熠

“李书记，这是我自家养的鸡下的
蛋，营养丰富，但就是卖不出去，能不能
帮我想想办法？”鸡蛋遭遇“卖难”，贵州
省正安县班竹镇旦坪村村民舒万友找到
了驻村第一书记李洋笑。经过仔细询
问，李洋笑了解到，旦坪村很多在家养殖
土鸡、蜜蜂的农户都找不到销售渠道，只
能在赶场天低价出售。

“线下渠道不好走，能不能试试线
上？”之后的一个多月里，李洋笑每天和
农户一起挖天麻、抓土鸡、取蜂蜜，并将
过程录制成短视频，发送到微信朋友圈

边展示边售卖。今年第一季度，这条“微
商路线”帮助旦坪村的农户售出天麻500
余斤、土鸡蛋 1.6万余个、土鸡 100余只、
蜂蜜 50 余斤，销售金额累计约 6 万元。
李洋笑也因此举被旦坪村村民亲切地称
为“带货书记”。

这只是旦坪村驻村工作队日常工
作的一个缩影。来到旦坪村后，工作
队全体队员聚焦乡村振兴重点任务，
对照驻村工作“八法”，真心真情的对
待群众，遍访村里脱贫不稳定户、边缘
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了解他们
的生活、工作、健康等情况，得到了村
民的肯定。

贵州正安县班竹镇

村里来了个“带货书记”

近年来，邮储银行广西分行聚焦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重点服务主体，不断加大对
家禽养殖户的服务力度，助力当地家禽养殖业发展，为农户增收致富提供全面金融支
持，扛起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大行担当。截至6月末，邮储银行广西分行涉农贷款
余额超292亿元，为助力乡村振兴不断注入“邮储力量”。图为近日，邮储银行广西分
行工作人员在农户的养鸡场实地调研。 杨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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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河南省尉氏县十八里镇佛尚村的金银花种植基地里，村民们在忙着采收金银花。
近年来，十八里镇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金银花、桃子、秋葵、葡萄等
农业种植，开通果农专线、电商平台等，多渠道促进农产品销售，有效带动农业产业发展，使
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经济收入逐年增长。 李新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