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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春耕的繁忙时节。田间地
头，棚内棚外，农民们忙碌的身影交织
成一幅生动的画卷。他们挥舞着锄头，
翻耕着沃土，播撒着希望的种子。对全
国人民来说，“菜篮子”是他们一直关注
的主题。“菜篮子”稳不稳，要从春天的
每一步农事劳作谈起，从春耕的每一个
关键节点说起。仲春三月，山东省潍坊
市寿光的蔬菜大棚、田间地头、苗场农
资店，正是春耕图中的精彩画面。

处处皆是春耕景

一早，寿光洛城街道东斟灌村的菜
农李万庆就将采摘下来的彩椒送往了
合作社。东斟灌的彩椒不愁卖，已经在
国内国际打开了市场。“我们菜农只需
要提高技术水平，管理好彩椒，保证了
品质，就不需要操心销售问题了，都交
给合作社去办了！”李万庆说。棚内，每
当采收红彩椒的时候，工人们在一排排
操作间里忙碌，将一桶桶红彩椒倒入货
车。1989年出生的李万庆是村里年轻
一代的菜农，如今随着技术的精进，种
出的彩椒品质愈加好了。“现在正是第
二茬彩椒成熟上市的时期，椒农们每天
都非常忙。我雇了几个工人来采摘，不
然每天都来不及采摘了。”他说。同村尹
成友的大棚里，自动放风机、自动控温
机、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等一应俱全，
放风、控湿、控温等环节都实现了智能
化操作。“有这些智能设备加持，不仅省
力省时还省钱，蔬菜品质也比以前更好
了。”尹成友说。

在古城街道一处苗场内，工人们有
条不紊地管理着新出的种苗。春耕时
节，又到了种苗销售的高峰期。苗场管
理负责人贾经理介绍：“现在番茄、黄
瓜、椒类种苗需求量最大，订单不断，不
仅有寿光的订单，还有来自全国各地

的。种苗是菜农非常关心的，我们每日
精心管理，为的就是给菜农们提供品质
优异的好品种、好苗子。”寿光近年来深
入实施蔬菜种子工程攻坚行动，共培育
7家种业龙头企业，自主研发蔬菜品种
205个，全市国产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
已由2010年的54%提升到目前的70%
以上，其中黄瓜、圆茄、丝瓜等作物国产
种子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

在田柳镇东头村，蔬菜技术专家尹
克忠走进大棚内，现场给菜农指导管
理。“现在气温逐步升高，日晒也越来越
强，在日常管理中一定要注意防晒，主
要是防止强光危害植株。”他对一位黄
瓜瓜农说道。尹克忠在当地进行技术服
务多年，是周边菜农口中的“名人”。每
年仲春，春耕备耕的重要节点，尹克忠
要么进棚了解菜农种植情况，要么在家
为上门求教的菜农解疑答惑。“农资产
品的质量安全事关菜农一年的收成，菜
农一方面要从正规门店购买，另一方面
一定要对假冒伪劣产品提高警惕。”他
说。当前，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进入
销售旺季，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研
究部署进一步加强农资打假新措施新

办法，旨在严格整治不合格农资产品，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行为，净化农资
市场，维护农民权益，保障春耕顺利进
行。

在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
园，各处大棚内的农事活动也进行得

“如火如荼”。品种示范棚内，各种各样
的蔬菜品种都已经栽植好了，只能结果
之时让人目不暇接。在现代化玻璃温室
内，无土栽培、立体式栽培模式下的樱
桃番茄正茁壮成长，工人站在两三米高
的自动升降平台上为蔬菜疏叶。在该示
范园的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新建的27
个高标准蔬菜大棚正全速建设，预计6
月份完工。重点项目都由寿光市级领导
包靠，及时帮助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
问题。

为农服务解农忧

寿光设施蔬菜播种面积达 60 万
亩，大棚数量 15.7 万个，蔬菜年产量
450 万吨，主要蔬菜品种包括十几大
类、上千个品种，以番茄、黄瓜、辣椒、
茄子、甜瓜等为主。当下气温回升、天气
晴好，大棚管理也进入关键期。寿光还

组织了技术专家适时开展针对性技术
指导，重点是加强肥水管理，适当延长
蔬菜采收期，同时避免植株生长过旺，
及时应对倒春寒和做好病虫害防治等，
确保了蔬菜生产的稳定。鉴于当前春耕
备播与天气情况，专家提醒种植户根据
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备播前的各项工
作，确保不误农时。若农户在生产中遇
到难题，可以及时联系技术专家，专家
会上门进行技术指导。

在农资方面，寿光进一步加强农资
市场监管，协调种子、肥料、农药等农资
储备和调剂调运。大规模的春耕生产到
来，肥料作为春耕生产最重要的物资之
一，需求量大增。寿光各地的农资生产
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全力保障春耕
肥料供应。广大农资生产及物流配送企
业积极行动，为春季农业生产做好了充
足准备。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春耕关键期，寿光各单
位加强协作，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农业监
管执法，对各类弄虚作假及坑农害农、
无证经营等行为“零容忍”，做到有案必
查、查必到底。寿光对农资推行网格化
监管，持续开展农资打假和种苗打假专
项行动。近年来，寿光对农资企业实行
了信用监管，全面提升分类监管效能。
即根据农资企业在日常生产销售中的
行为确定信用等级高低，实施差异化监
管，变被动监管为主动提升。

全国春耕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
开。从南到北，田野间处处涌动着生机
与活力。农民们抢抓农时，辛勤耕耘，
期待着新一年的丰收。今年的春耕生
产形势稳中向好，这得益于政策的精
准发力，有效稳住了农民种植的预期。
同时，农资供应充足，为春耕提供了有
力保障。 本报记者 王凯旋

当前，随着气温回暖速度加快，蔬
菜生长稳定，菜价整体呈现稳中有跌。
近期各地春菜稳步供应，产区货源充
足，不过需求相对平淡，因此客商采购
量有限，菜价上涨乏力；部分蔬菜货源
产地逐渐向北转移，运输成本等费用的
减少促使菜价随之下跌；多地货源重合
上市，相互牵制，也导致菜价稳步下跌。
本周南方局地虽有较强降雨天气，但整
体天气良好，应季蔬菜持续充足供应，
各地客商采购量仍较小，需求继续减
弱，预计下周菜价仍保持季节性下跌趋
势。

交易总量持续缩减
菜价整体呈现下跌

从多个主要蔬菜交易市场的供需
状况分析，本周市场上蔬菜交易总量持
续缩减，整体交易表现平淡，菜价因而
普遍下跌。设施菜供应量整体是增加
的，价格多下跌。

当前供应的甘蓝类蔬菜主要有甘
蓝、有机花、菜花、西兰花等，产地集中
在湖北、上海、福建、浙江等地，以上品
种已经进入供应后期。甘蓝、有机花随
着产地货源的减少，供应量减少，价格
上涨。菜花市场需求向好，交易量及价
格双双上涨。西兰花因其尾货货源品质

下降，价格下跌，但因客商采购需求增
加，本周交易量有所增加。紫甘蓝交易
状态较为平稳，量、价均小幅波动。

四川等地的西红柿逐步进入供应
尾期，虽有浙江等地货源补充供应，但
随着整体货源的减少，本周供应量减少
了近四成，价格基本持平上周。湖北大
白菜继续收尾，供应量减少了四成以
上，市场供应短缺，价格上涨超40%；
四川白萝卜随着产地货源减少，供应量
略减，价格平稳运行；云南等地的长茄
受山东货源批量上市影响，交易量减少
近五成，价格下跌。

进入生长末期的椒类（尖椒、圆椒、
线椒、辣妹子）主要产自云南、广东、福
建、海南等南方地区，以上品种供应量
均较上周有所减少，椒类价格大多小幅
下跌。南方菜豆类现阶段仅有白豆、长
豆角量稍大些，随产地货源的减少，上
述品种供应量平均减少超五成，价格上
涨25%。福建等地的大葱受采购商采
购积极性下降影响，供应量缩减，价格
下跌25%。

云南、四川等地的新蒜薹随产地货
源日益宽松，供应量增加十成以上，价格
因货量的宽松而下跌。云南、四川等地的
鲜蒜头供应量逐步增加，增幅五成以上，
价格大跌。江苏蒜苗本周市场销售平淡，

交易量减少，价格运行相对平稳。
耐储存类品种产地主要分布在海

南、广东、广西、湖北、福建、云南、江
苏、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其中红南
瓜、绿南瓜销售平淡，红南瓜价格下跌，
绿南瓜价格平稳波动；贝贝南瓜因产地
集中供应，供应量增幅三成以上，货源
供应宽松，价格下跌。长南瓜、葱头价格
波动相对平稳，近期市场需求向好，交
易量增加。大冬瓜终端消费需求不旺，
量、价齐跌。胡萝卜产地货源相对充足，
交易量小幅增加，价格随之下跌。新土
豆批量上市，带动土豆整体供应量增
加，市场购买力增强，价格上涨。

山东产区蔬菜供应量略增
价格大多下跌

目前山东产区的蔬菜整体供应情
况稳定。交易量较大的菠菜、芹菜主要
分布在聊城、济宁、潍坊等地区，随着产
区气温回升，蔬菜生长周期缩短，产地
货源宽松，供应量增加二成，价格下跌。
山芹、茼蒿同样受晴好天气影响，供应
量增加，其中山芹价格下跌三成以上，
茼蒿价格维稳；西芹由于市场走销平
淡，供应量缩减，价格下跌。

潍坊青萝卜交易量减少，与库存货
源陆续减少有关，价格无明显波动。淄

博、青州产区的西葫芦供应量与上周相
比减少三成，走销迟缓，价格下跌。库存
蒜薹继续缩减供应，因库存货源质量下
降，价格下跌。聊城等地的上海青受外
省货源冲击，供应量减少，价格下跌。昌
邑生姜交易状态稳定，量、价均小幅波
动。来自平度、临沂等地的小芋头、大
葱，市场购买能力增强，供应量平均增
幅近四成，大葱价格下跌，小芋头价格
稳定。潍坊青州、寿光的长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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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量全部增加，
尤以长茄增幅突出，以上品种的价格均
因市场供应宽松而下跌。滕州等地的新
土豆于本周上市销售，价格随行就市。

寿光蔬菜本周供应量增加三成，菜
价下跌是主流行情。瓜菜类品种中，大
黄瓜、苦瓜受晴好天气影响，出产量不
断增加，增幅超五成，市场供应充足，价
格下跌。丝瓜、小黄瓜部分货源处于换
茬阶段，交易量减少，货源质量参差不
齐，受质量欠佳的货源拉低，价格大跌。
茄果类中，红椒、尖椒、圆椒纷纷增量供
应，平均增幅四成以上，红椒、尖椒价格
稳定持平，圆椒价格随着市场供应量的
增加而略跌。樱桃西红柿、瓠瓜、西兰花
偶有交易，价格随行就市。

本报记者 王凯旋

菜乡春耕农事忙抱稳大家的“菜篮子”

供多需少 菜价季节性下跌趋势明显

苗场工人加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