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蔬菜供应充足 菜价稳步下滑
北京：菜价整体呈连续下跌趋势

上周，蔬菜的整体价格呈现连续下
降的走势，降幅比较明显。上周价格环
比下降带有比较明显的季节性下降特
征，主要是北方产区生产的鲜嫩小品种
蔬菜以及前期因为冰冻雨雪天气受到影
响的蔬菜，价格下降主要得益于三个方
面。

第一个方面是农历正月十五以后，
居家休假的司机基本上全部开始出车拉
货；专门从事采收、分选工作的工人也
基本到岗，使得蔬菜在采收环节的能力
增强，人工费用下降；运输环节用车逐
渐充裕，运费也明显下降，使得蔬菜采
收、运输环节的成本下降，既方便了物
流，也降低了费用。

第二个方面是冰冻雨雪天气基本完
结，前期不利的天气状况对蔬菜生长、
采收、运输所造成的影响快速消除，产
地蔬菜的产量逐渐增加，采收便利程度
增强，道路运输顺畅，市场供应的稳定

性增强。
第三个方面是气温回升，有利于蔬

菜的生长。尽管今年气温的起伏较大，
天气状况反复多变，对蔬菜的生产造成
了一些影响，但总体上气温是波动上升
的，摆脱了低温严寒，有利于蔬菜生
长。

由于气温回升，北方大棚生产的香
菜、韭菜、茴香、小菠菜、小白菜、小
油菜、油麦菜、苦菊、散叶生菜等蔬菜
的价格都比前期有比较明显的降幅；由
于采收能力增强，产自四川、湖北的白
萝卜上市量明显增大，降幅明显；湖北
的大白菜、圆白菜、四川的西红柿、云
南的各种豆角，价格降幅也都比较明
显；由于运输顺畅，海南豇豆进京数量增
大，价格降幅明显；云南的菜花及豆角类
蔬菜、福建的莴笋价格也有比较明显的
降幅。

总体上看，上周菜价下降、稳定的品
种较多，反弹的品种较少，这是随后一段

时间菜价运行的趋势。

山东：供应稳中有增
菜价下滑是主流行情

本周蔬菜供应总量稳步增加，蔬菜
价格涨跌互现。南方春菜批量上市，供应
量有所增加，菜价涨跌不等；气候转暖，
山东菜生长速度加快，出产量增加，菜价
下滑是主流行情。

芹菜、山芹、西芹、菠菜、茼蒿主要产
自济宁、聊城、菏泽、寿光等地，因气候适
宜，芹菜、菠菜、茼蒿入市量增加，供应宽
松，价格下跌；西芹受福建货源偶有进场
冲击，交易量及价格双双下滑；山芹到货
量较上周基本持平，终端需求增强带动
价格上涨。寿光的青萝卜积极出库销售，
本周成交量增幅三成，价格稳中下跌；淄
博等地的西葫芦生长旺盛，随着产地货
源的增加，供应量增加，客商采购需求旺
盛，促进价格上涨。来自昌邑、平度、临
沂、莱芜、临朐等地的生姜、小芋头、蒜

薹、大葱积极销售，交易量一律增加，平
均增幅达七成，尤以蒜薹涨幅突出；价格
上，蒜薹受库存减少以及质量上乘的新
蒜薹带动，价格上涨，大葱、生姜、小芋头
价格均平稳浮动。青州、寿光的小冬瓜、
尖椒、圆椒等在晴好天气的影响下生长
速度加快、产量增加，尖椒随货量的宽松
而价格下滑，小冬瓜价格较为平稳。

寿光的瓜菜类（小黄瓜、丝瓜）及茄
果类（红椒、尖椒、圆椒）受晴好天气影
响，蔬菜生长速度加快，上市量一律增
加，增幅一成到十成以上不等；价格方
面，小黄瓜、红椒、尖椒因供货宽松，价
格纷纷下跌，丝瓜、圆椒货源品质优良，
价格均上涨；黄瓜受南方货源冲击影
响，交易量减少超四成，价格下滑；苦瓜
销售清淡，供应量减少二成，价格无明
显波动。此外，寿光西兰花偶有成熟上
市，价格表现良好，瓠瓜、樱桃西红柿等
少量交易，价格随行就市。

本报记者 王凯旋

农户的应对策略
“打铁还需自身硬”

对于农民而言，如何有效应对农产
品价格变动，保护自身利益，是一个值得
深入探讨的问题。

增强市场风险意识。农民应首先认
识到农产品价格变化的市场风险，并增
强风险意识。这意味着农民需要密切关
注市场动态，了解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
供求情况、价格走势和政策变化。通过及
时获取和分析市场信息，农民可以做出
更明智的生产和销售决策。

提高生产效益。提高生产效益是农
民应对农产品价格变化的关键。农民可
以通过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
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例如，采
用节水灌溉、精准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现
代农业技术，可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和
品质。同时，农民还可以积极参加农业培
训和技术指导，提升自身素质和技能。

调整种植结构和养殖结构。面对农
产品价格变化，农民应根据市场需求和
价格变化，灵活调整种植结构和养殖结
构。对于价格低迷的农产品，可以适当减
少种植面积或养殖规模；对于市场需求
旺盛、价格较高的农产品，可以扩大种植
面积或增加养殖数量。此外，农民还可以
发展特色农业和绿色农业，提高农产品

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品牌建

设和市场营销是提升农产品价值的重要
手段。农民可以通过注册商标、建立品牌
形象、提升产品质量等方式，提高农产品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利用现代营销
手段如电子商务、社交媒体等，拓展销售
渠道，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议价
能力。

利用农业保险降低风险。农业保险
是农民应对农产品价格变化风险的重要
工具。农民可以购买农业保险，以减轻因
自然灾害、病虫害等导致的生产损失。此
外，一些农业保险公司还提供价格保险，
当农产品价格低于约定水平时，农民可
以获得一定的赔偿。通过购买农业保险，
农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价格变动带
来的风险。

发展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农业
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
度、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农民可
以加入农业合作社或创建家庭农场，通
过集体行动提高议价能力和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可以统一
采购生产资料、统一销售农产品、统一提
供技术服务和市场信息等，从而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拓宽收入来源。为了降低对单一农

产品的依赖，农民可以拓宽收入来源，发
展多种经营。例如，除了种植传统农作物
外，农民还可以发展养殖业、林业、渔业
等，从而增加收入来源，减轻农产品价格
变动带来的经济压力。

政府的应对策略
提高服务意识 政策多管齐下

随着各地持续推进蔬菜产业发展，
蔬菜也成为了许多农村的增收致富新项
目。但菜价的变动，尤其是暴涨暴跌等异
常变动，对农户收入、产业健康发展有着
重要影响。面对农产品价格的变化，政策
方面该如何应对呢？

明确政策执行机构和责任。政府应
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通过提供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农户和
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竞争力。这
就需要首先确定负责执行农产品价格支
持、补贴、市场调控等政策的具体政府部
门或机构。

建立健全市场体系。政府应推动农
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市场监管，规范
市场秩序，防止市场操纵行为，维护农产
品价格稳定。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政府应建立农
产品价格风险预警机制，及时监测农产
品价格变动情况，为农户和企业提供决

策依据，降低价格波动风险。
加强政策宣传和培训。通过各种渠

道（如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广泛宣
传政策内容，确保农户、企业和相关机构
了解政策。组织政策培训活动，向农户、
企业等提供政策解读和操作指导，帮助
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政策。

建立政策执行监督机制。设立专门
的监督机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政策执
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对于政策
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及时进行调
整和完善，确保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提供财政和金融支持。确保政策执
行所需的财政资金支持，及时拨付补贴、
奖励等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
领域的信贷支持，为农户和企业提供低
成本、便捷的金融服务。

建立政策反馈和改进机制。鼓励农
户、企业和相关机构对政策执行情况进
行反馈，收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合
理的建议和意见，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和
改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通过这些具体措施的落实，政府可
以将农产品价格变动应对策略转化为实
际行动，确保政策能够真正惠及农户、企
业和消费者，促进农业的稳定和可持续
发展。

本报记者 王凯旋

菜价变来变去 该如何应对
——从两方面谈农产品价格变动应对策略

农产品价格变动是农业生产中常见的现象，受天气、市场供需、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为了有效应对农产品价格
变动，农户、企业以及政府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本文介绍如何应对农产品价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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