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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安西镇田垅畲族村的
红薯大棚基地内，农户们忙着开沟、刨挖,一垄
垄红薯破土而出，刚出土的红薯个个体态饱
满，颜色鲜艳。为保证种得下、卖得出，基地
内也在同步直播，主播一边挖红薯，一边详细
介绍红薯种植规模、品种、口感，以“电商+直
播”形式，打破农业地域发展限制，让消费者
更直观地看到新鲜味美的农产品，通过直播带
货和网上订单等渠道助力销售农产品。“我们在
这里的直播，主要是围绕我们田垅的红薯、脐
橙、兰花等农副产品，利用电商平台帮助我们
的村民把产品‘带货’出去，让外界了解我们
安西田垅，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助力乡村振
兴跑出加速度。”主播李工说道。

对于广大农业从业者来说，菜价是非常敏感的信
息，也最值得他们关注。菜价的变化直接影响了菜农、
菜商的收益，也间接影响着农资行业的效益。市场行
情向好时，菜农对于未来的种植管理更加乐观，对新
品种、新农资的接受度也更高；行情下行时，菜农就会
趋于保守，不会采取扩张种植、试验新品等行动。因
而，菜价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数据，而是代表着行业

“冷暖”的风向标。对于广大菜农来说，正确看待市场
规律下的菜价波动，才能在平时的农业生产中保持良
好的心态，从而以一种积极、有序的态度保护自己的
利益。因此，探究蔬菜价格的市场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蔬菜的价格受到季节性因素的影响。由于
蔬菜生长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市场上的蔬菜供应量会
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波动。以生菜为例，华北地区的生菜种
植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这导致生菜的成熟期大约在三
个月左右。在非成熟期，市场上供应的生菜数量较少，价
格相对较高。而在成熟期，由于供应量增加，市场竞争加
剧，价格自然会下降。这种季节性因素导致的价格波动是
农贸市场常见的现象，也是蔬菜价格市场规律的一部分。

其次，蔬菜的价格还受到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
在生菜价格上涨的季节，往往是因为市场需求量大而
供应量不足。这可能是因为天气、种植难度、运输成本
等因素导致的。当供应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时，价格
自然会上涨。相反，当供应量大于市场需求时，价格会
下降。这种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价格波动是市场经济的
本质体现，也是蔬菜价格市场规律的重要方面。

此外，其他因素也会对蔬菜价格产生影响。例如，
政策因素、汇率变动、国际市场行情等都可能对蔬菜

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政策因素如政府对农业的扶持
政策、进出口政策等；汇率变动如人民币贬值可能导
致进口蔬菜成本增加；国际市场行情如国际市场的蔬
菜价格波动可能对国内市场产生影响。这些因素都可
能对蔬菜价格产生影响，因此需要综合考虑。

为了正确认识蔬菜价格的市场规律，我们需要警
惕一些误区。例如，不能简单地将所有蔬菜价格上涨
都归咎于生产成本增加或不良商家哄抬价格。我们需
要深入了解背后的原因，如季节性因素、市场供需关
系等。同时，也不能盲目追求低价而忽略食品质量安
全问题。在选购蔬菜时，消费者应综合考虑价格、质
量、安全等多方面因素。

针对蔬菜价格的市场规律，生产者和消费者也有
相应的应对之道。对于生产者来说，应根据市场需求
和季节性变化合理安排种植计划，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成本。同时，也要关注市场动态，了解价格走势，以
便更好地把握商机。对于消费者来说，应树立正确的
消费观念，不过度追求低价或盲目跟风购买。在选购
蔬菜时，应关注质量、安全和营养价值等方面，选择符
合自身需求的品种和规格。此外，政府和社会组织也
可以采取措施来稳定蔬菜价格。例如，通过建立储备
制度、加强市场监管、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等措施来
促进市场供需平衡和稳定蔬菜价格。

正确认识蔬菜价格的市场规律，需要我们综合考
虑多种因素，包括季节性因素、市场供需关系、政策因
素、汇率变动和国际市场行情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更好地把握市场动态，为接下来的生产提供更为合理
和有效的依据。 本报记者 王凯旋

春节期间，蔬菜稳产保供仍然是热
门话题。今年蔬菜行情多变，有的价格
高企，有的滞销烂市。当前，正值“南菜
北运”的高峰期，北方设施蔬菜及南方
应季蔬菜正集中上市。今年春节前后行
情如何，全国人民的“菜篮子”稳不稳，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蔬菜之乡”全力以赴
保“菜篮子”供应顺畅

在山东寿光的地利农产品物流园，
正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来自全国各
地的蔬菜在这里汇聚。春节期间，蔬菜
供应进入了关键时期，种类也更加丰
富。春节前的一段时间，菜价开始了向
一年中“顶峰”的攀升，春节一过，菜价
就开始下跌了。“现在物流园内每天从
天不亮就开始涌入大批蔬菜，经销商把
客户需要的蔬菜配齐后，以几吨、十几
吨的数量运走。我们也有专门的检测部
门，保证每一种从这里运出的蔬菜都是
安全的。”物流园相关负责人说。据介
绍，受寒潮天气影响，南方部分地区降
温、雨雪天气持续，对蔬菜生产造成不
良影响，特别是南方露天菜，蔬菜产量
下降，采收、运输难度增加，拉动了菜价
走高。随着春节的临近，采购商积极备
货，市场消费水平提升，各蔬菜品种交
易旺盛，蔬菜价格在节前呈现出规律性
上涨。此外，精装套菜礼盒销售火热，客
商对精品蔬菜的需求明显放大，进入了
销售旺季，也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菜
价。

“得益于寿光蔬菜产业的强大生产
和物流实力，我们有7000亩紧密型生
产基地，精品蔬菜日加工能力达10万
斤。”一家从事蔬菜包装企业的负责人
孙毅介绍，自进入腊月，全国各地的订
单量就与日增多。“目前白天包装完毕，
晚上发车，次日就能到达各地的蔬菜零
售终端，车间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行，满
足各地消费者的节日消费需求。”

在位于纪台镇的寿光市昌宽蔬菜
专业合作社，从外地来运菜的大车已在
门口停得满满当当，寒潮也无法降低这
里的销售热度。这家合作社的产品以长
茄为主，主要销往北京、粤港澳等地。

“现在物流运输很便利，从早上到现在，
我们已经销售了7万多斤长茄。眼下是
大棚菜的销售旺季，一斤茄子要卖两元
多，预计接下来价格还会走高。”合作社
负责人李昌宽说。

在寿光孙家集街道一甲村的一处
蔬菜市场，菜农只要拉着蔬菜在地磅上
走过，就能看到所有交易数据。这是寿
光蔬菜智慧管理服务平台的蔬菜交易
终端系统，由一卡通、LED显示屏、电
子地磅等设备组成，已经安装在了全市
的许多蔬菜合作社里。菜农在过秤后划
一下卡，LED显示屏就会显示蔬菜品
种、数量价格、回款状态等信息，并形成
电子记账本，一目了然，公平便利。同
时，这些数据也会传送到寿光市政府大
数据中心。寿光市各级农业农村管理部
门能即时统计出每个农户、合作社的交
易数据，对蔬菜品种、交易数量、交易价

格进行掌握。农户通过微信小程序，不
仅可马上看到卖菜款是否到账，还可根
据市场行情，调整卖菜时机。

全国各地“菜篮子”
都迎来了“考验期”

每逢年关，肉蛋奶、鱼果菜等“菜篮
子”产品供应都是老百姓关心的大事。
据了解，生产上看，2023年，全国蔬
菜播种面积和产量继续增长，12月下
旬在田面积 7800 多万亩、旬产量
2100多万吨，同比分别增加80多万
亩、60 多万吨。城市情况看，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等高度重
视“菜篮子”，抓生产、促调运、保质
量、稳价格，市场供给充足，花色品种丰
富，价格运行平稳。

在北京的新发地市场内，整个市场
运行秩序相对稳定，和往常没有大的区
别。商户郭靖销售的是豆类，他说，最近
几天的到货量都超过了100吨，多的时
候可以达到150吨。他的豆类是从云
南运来的，整个运输时间是在3天左
右，针对今年春运的变化，他会增加
一些产地蔬菜储备量，让司机早些出
发。“近期，产地多阴雨天气，影响了
蔬菜的生长，产量下降、需求增加，
造成各种豆角的价格都有程度不同的
上涨。”他说。今年春节期间，新发地
市场将持续运转。为满足春节期间市
民消费需求，预计将有2000家商户驻
守市场，对土豆、洋葱、大白菜等9个品
类的3000吨菜品进行轮换式储备，确

保北京市场供应充足。
走进河北省宁晋县北河庄镇的百

亩蔬菜基地，一排排蔬菜大棚排列整
齐，大棚里绿油油的菠菜、茴香、小油菜
等长势喜人，村民正忙着采摘、装袋、搬
运，一片忙碌的景象。“现在正在收获的
是小油菜，主要销往保定、北京等地。除
此之外，我们还种植了40多亩菠菜、茴
香、香菜等，预计春节前上市，保障大家

‘菜篮子’丰盛。”蔬菜基地负责人及晓
光介绍，目前基地共有45个大棚，年收
入能达到300万元。

来自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
的监测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最后一
周，蔬菜价格连续四周上涨，到了今年
1月份，菜价仍然处于稳中看涨的趋
势。主要原因在于气温下降，不利于蔬
菜的生长和采收，提高了成本价。随着
春节逐步临近，过年的氛围逐渐“拉
满”，市场上的蔬菜采购总量慢慢加大，
菜价还会继续稳中上扬。不过，按照市
场监测情况，部分蔬菜品种上市时间较
长，随着新菜品的更替，后期价格会出
现下跌，这也是正常的市场变化。其中，
经常作为冬储大路菜的白萝卜、大白
菜、包菜、土豆，以及本地出产的黄瓜、
莴苣、瓠瓜、四季豆等菜品价格，均保持
着稳中微降的趋势。近年来，武汉当地
快生菜种植面积大、品种多、生长周期
短，更加有效地延长了秋冬季节里的市
场供应时间，增加了市民冬季吃菜的种
类和数量，让菜篮子拎得更轻松。

本报记者 王凯旋

春节将至 各地“菜篮子”稳不稳？
从主要市场行情看节前菜价变化

价格高时要冷静 价格低时莫悲观
正确看待市场规律下的菜价波动

“甜”地喜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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