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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里种啥蔬菜效益高？2022 年—2023 年
的越冬茬丝瓜绝对榜上有名。据介绍，该茬丝瓜
于 2022 年 10 月中旬前后定植至今年六七月拔
园。丝瓜定植后40多天即可上市。“该茬丝瓜上
市初期，价格约在 5.0 元/斤，最低价格在约 3.6
元/斤，仅持续了三五天的时间，随后价格回升。
1 月 17 日的价格为 6.6 元/斤，是截止目前该茬
丝瓜的最高价。”山东省寿光市纪台镇曹官庄村
的丝瓜种植户李金明说道。2 月 7 日，丝瓜市场
价在 4.5 元/斤—5.1 元/斤，这也是很长一段时
间以来的价格区间，价格高且稳定让丝瓜从众
多蔬菜中脱颖而出。由此，丝瓜也菜农称之为

“金条”。
本报记者 刘志梅

近期天气晴好
供应有保障

立春后，市场上蔬菜供应逐步
增加，品种也愈加丰富。随着气温
的回暖，北方主要蔬菜产区的农业
生产活动稳步进行，山东、河北、
江苏等产区的蔬菜供应日趋增加。
在各蔬菜集中生产区，菜农、采购
商、合作社都行动了起来，开始了
今年的“春耕”。

在山东寿光，遍布全市蔬菜生产
专业村的合作社都一如往年地忙碌
了起来。春节期间，很多合作社为了
保证蔬菜的供应加班加点。作为有名
的蔬菜之乡，寿光在全国蔬菜稳产保
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该市洛城街
道的一家合作社内，负责人杨万亮正
在指挥工人将装好箱的大黄瓜搬运
到货车上。这辆货车将运载3000斤
黄瓜、2000斤茄子前往北京。“现在
黄瓜价格比上周跌了，主要是因为春
节假期结束，主要合作社复工，供应
大增。今年茄子价格表现不太好，比
去年同期低。”杨万亮说。“由于年前、
年后订单一直较多，所以近期交易非
常繁忙。订单需求量大，对品质要求
高，但合作社周边蔬菜生产水平高，
便于第一时间把货备齐。目前合作社
的蔬菜已经做到了全年稳定供应，保
质保量。”在一路之隔的广业合作社
内，不停有满载新鲜蔬菜的货车发
出。负责人李锡亮介绍，年后，合作社
的订单一直不断，主要来自江苏、河
北等地。周边几个村的产量就可以满
足几个终端市场的需求。

在北京新发地市场，随着元宵节
过后，各行业恢复正常，社会消费量
逐步回归常态，在产地供应充足的情
况下，上市量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
对于北京市场来说，元宵节后部分蔬
菜价格继续回落，主要品种包括大白
菜、扁豆、豆王、鲜食玉米、尖椒、圆
椒、豆芽等。大白菜价格小幅回落，主
要是市场存量较大，销售进度缓慢，
商户压低价格。豆角价格始终保持在
高位，扁豆、豆王市场价格回落，主要
是受到高价抑制，需求减少，商户不
得不降价促销。来自云南地区的鲜食
玉米产量有所增加，产地价格开始回
落，市场价格同步下跌。尖椒、圆椒价
格下跌，主要是福建、广东产地上市
量增大，导致山东尖椒、圆椒供应减
少，预计后期椒类整体价格还有下跌
的空间。

据专家介绍，一月份蔬菜价格季
节性上行，主要原因是冬季蔬菜供应
主要以设施蔬菜和南菜北运蔬菜为
主，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都相对较
高。此外，节日效应拉动了节前备货
的需求，蔬菜消费比较旺盛。当前全
国蔬菜在田面积稳中有增，1月份气
象条件对蔬菜生长总体有利。虽然春
节期间大风降温天气导致南方局地
露地蔬菜受冻，但大部分地区没有出
现强降雪，且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加
之各地提早采取了加固大棚、覆盖保
温等措施，设施农业受影响有限，预
计未来蔬菜生产供应有保障。

本报记者 王凯旋

从整体趋势看，本周蔬菜价格继续下跌。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整体的蔬菜供应
充足导致了菜价上涨乏力。目前市场上的蔬菜
以南方货源为主，产地供应充足，且随着南方
货源持续增量上市，市场供应日渐宽松，此外，
本周山东产区天气良好，蔬菜生长速度加快，
产量增加，也带动了菜价走低。二是成本费用
的下降促使菜价下跌。假期过后各行各业返工
复产，劳动力基本恢复，蔬菜在采收、加工、运
输等环节的人工费用有所回落。下周南方大部
分地区以阴雨天气为主，对蔬菜生产造成不利
影响，但南方蔬菜仍处于上市期，且随着气温
的回升，北方产区蔬菜产量将会增加，预计下
周蔬菜价格有继续下跌的可能。

市场行情持稳 菜价继续稳步下跌

价格高位运行 丝瓜摇身变“金条”

主要供应品种价格变动（数据来源：寿光农产品物流园）

本周北方产区蔬菜生长条件良
好，供应量增加三成，菜价纷纷下跌。
库存类品种主要有寿光、莱芜、临朐、
昌邑等地的胡萝卜、青萝卜、蒜薹、佛
手瓜、生姜等。其中交易量大的青萝
卜本周出库量增幅超七成，货源供应
宽松，价格下跌。胡萝卜供应量稳定，
随着山东库存货源的陆续减少，价格
稳中上涨。量相对少些的莱芜蒜薹、
临朐佛手瓜、昌邑生姜，供应量纷纷
增加。佛手瓜市场购买力尚可，价格
随之上扬。蒜薹、生姜随着市场供应

量的增加，价格下跌。随着气温回升，
来自聊城、淄博、青州、寿光等地区的
西葫芦、芹菜、菠菜等品种供应量全
部增加，价格纷纷下跌。寿光周边地
区的茼蒿价格基本平稳，因客商采购
积极性不高，供应量减少三成。寿光、
聊城等地区的西芹、山芹随着节日气
氛的消退，需求减弱，上市量减少，价
格下跌。青州地区的长茄本周增量进
场，因货源质量欠佳，又加受到省外
货源冲击，价格下跌。昌邑、莱芜、青
州、寿光等周边地区的小冬瓜、尖椒、

圆椒、五彩椒、西红柿等供应量相对
小些，供应量以增加为主，价格普遍
下跌。

本周寿光天气晴好，气温回升，
蔬菜供应量增加两成，菜价普遍回
落。交易品种主要有瓜菜类、茄果类。
除小黄瓜因节后市场需求减弱，价格
下跌外，其余品种受晴好天气助力，
蔬菜生长旺盛，产地货源充足，供应
量全部增加，供应宽松导致菜价下
跌。

本报记者 王凯旋

在山东省寿光市农产品物流园内，
本周蔬菜交易规模明显扩大。据物流园
长期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价格中，9类
下跌，1类上涨。其中下跌明显的类别是
水生类、菜豆类、甘蓝类和白菜类，上涨
的类别是瓜菜类。总体的情况是，立春
后，经销商加大蔬菜供应量，蔬菜供应
宽松，菜价普遍下跌。南方蔬菜大量上
市销售，菜价跌多涨少。北方蔬菜在晴
好天气的加持下，生长速度加快，产量
增加，菜价下跌是主流行情。

据了解，目前整体供应状况是，甘
蓝类品种的产地集中在上海、福建、浙
江、云南、湖北等地。其中甘蓝供应量
超十成，与假期过后需求陆续恢复，各
行各业返工复工、食堂备货有关，随着
市场到货量的增多，价格下跌了30%。
西兰花交易情况稳定，价格稳中持平。
有机花、菜花的市场供应量双双增加，
价格均下跌。紫甘蓝销售平淡，供应量
缩减三成，价格平稳运行。

福建、广东等地的椒类价格一律下

跌，受山东货源供应增加影响，尖椒上
市量略有缩减，价格下跌；圆椒走销较
为平稳，价格较上周下跌；辣妹子、陇椒
供应量小幅增多，但终端需求欠佳，价
格因而下跌；线椒市场供应量明显增加
近五成，供过于求，导致价格下跌；麻辣
椒本周行情平淡，量、价齐降。其他交易
量小些的品种，如红椒、苏椒、杭椒、小
米椒、美人椒等，市场购买力平淡，交易
量普遍减少，价格多数走低。

云南、广东、福建等地的菜豆类中，
除扁芸豆供应量缩减三成外，其余品
种全部增量上市，价格一律下跌，平均
跌幅达六成，主要原因是春节期间菜
豆类蔬菜价格高位运行，终端购买力
有限，需求减弱后导致价格被迫下跌。

湖北大白菜本周供应量增加四
成，货源供应宽松，价格下跌。福建大
葱产地货源充裕，上市量增加，价格下
跌。四川、云南等地的西红柿本周大量
上市，供应量增幅十成以上，价格因供
应宽松而下跌。湖北、四川白萝卜行情

尚可，量、价齐涨。云南地区的上海青、
油麦菜、生菜、娃娃菜、香菜等品种受
餐饮行业需求增加影响，走销畅快，经
销商加大供应量，价格随行就市。江苏
莲藕交易量小些，但本周价格跌幅相
对突出，主要是受春节后市场需求减
弱所致。其他品种如长茄、圆茄、黄瓜、
佛手瓜、韭菜、香菇、杏鲍菇、金针菇、
紫薯、山药等品种交易量相对少些，本
周上市量有增有减，价格受市场供求
关系的影响涨跌互现。

随着各地区、各行业的复工，内蒙
古、海南、广东、广西、甘肃、江苏、湖北
等地的耐储存类蔬菜，如土豆、葱头、
大冬瓜、长南瓜、绿南瓜、红南瓜、贝贝
南瓜、地瓜等，交易逐步恢复正常。除
红南瓜上市量缩减、价格上涨外，其余
品种全部增量进场，增幅两成至十成
以上。价格方面，大冬瓜的海南货源陆
续进场，其质量佳、运输成本高，带动
价格上涨。地瓜受市场需求平淡影响
而下跌，剩余品种价格平稳运行。

菜价整体处于下跌趋势

北方菜供应充足 价格以下跌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