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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得到了
大家的高度重视，它不仅频繁出现在各
类报道、评论文章中，也经常地发生在
我们身边。不过，农产品在销售中面临
的“梗阻”问题，仍然在一些地区普遍。
这一问题无疑暴露出农产品市场存在
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仅给农民带来沉
重的经济负担，更对农业产业的持续健
康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面对这一问
题，我们不能简单归咎于市场波动或农
民自身，更应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原因。
从生产端的盲目跟风种植，到流通环节
的梗阻，再到消费端的信息不对称，每
一环节都可能影响农产品的顺畅销售。

农产品走向大市场，还要面临重重挑战
在市场销售环节，农产品时常要面

临价格的暴涨暴跌，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对农业的健康发展很不利，其原因也是
多方面的。

首先，供需失衡是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农民在种植决策时往往缺乏准确
的市场信息，容易盲目跟风种植，导致
某些农产品供过于求。当市场上出现饱
和现象时，农产品价格就会下跌甚至暴
跌，销量难以提升，从而引发问题。

其次，市场信息不对称也是重要原
因。农村信息相对闭塞，农民对市场信
息获取不足，难以准确判断市场需求和
价格走势。同时，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
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导致农产品销
售渠道受限，难以有效对接市场需求。

此外，农产品自身的特点也限制了
其销售。农产品易腐烂、不易保存，且物
件大、运输困难，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农
产品销售的难度。尤其是在离产地较远
的地方，由于运输成本和保鲜难度的增
加，农产品往往难以销售出去。同时，农
产品作为时令产品，其上市时间和市场
需求之间往往存在不匹配的情况，这也
容易导致“卖难”问题。

另外，农产品质量问题也是一个重
要因素。部分农产品由于品质不佳、口
感不好或者不符合市场需求，导致消费
者购买意愿较低。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
境中，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品质优良、
口感好的农产品，因此质量不佳的农产
品往往难以销售。

农产品销路不好，消极影响颇多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一旦销售

端出了问题，就会直接导致农产品的积
压和浪费，使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无法
转化为经济收益。这不仅影响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也阻碍了农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

首先，农民的收入受到了直接冲
击。若是农产品无法顺利销售，农民无
法获得应有的回报，甚至可能出现亏
损。这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还
可能导致他们无法继续投入资金进行
农业生产，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规模
和效益。

其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打击。

农民在种植农产品时，往往投入了大量
的劳动和资金，希望获得可观的回报。
然而，农产品滞销使得他们的期望落
空，甚至面临亏损的风险。这会让农民
对农业生产失去信心，减少投入，甚至
可能转向其他行业，导致农业生产的萎
缩。

此外，农业的健康发展也受影响。
当农产品市场供需失衡，价格波动大，
市场不稳定时，也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
力和消费信心，同时会导致农业产业链
的断裂，对相关行业的发展和就业产生
不利影响。

怎样把农产品更好卖出去？
农民在面对销售难题时怎么办？这

一问题，本报一直在持续关注，也在之
前的几篇报道中提出过一些应对方法
与建议。从农民的角度来看，随着市场
的扩大，销售问题将是他们在农业生产
中大概率会面对的困难，这是市场规律
的结果。农民能做的事情总结起来就
是：强化自身力量，锻炼应对风险能力。

例如在生产方面，要提前了解市场
动态和消费者需求，至少要大体清楚所
种作物的最新趋势。这样才能在调整生
产规模时做出理性的判断，并避免过度
种植导致的供应过剩。

在农产品品质方面，可以积极尝试
新品种、新技术。通过采用先进的种植
技术和管理方法，农民可以提高农产品
的质量和口感，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在营销方面，农民可以运用社交媒
体等渠道进行宣传和推广。通过发布农
产品的照片、视频和故事，农民可以吸
引更多潜在消费者的关注，并增加产品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他们还可以
与网红、博主等合作，进行直播带货或
产品评测，以进一步提高产品的曝光度
和销量。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线上销售，
将农产品直接送达消费者手中。这不仅
可以扩大销售范围，还可以减少中间环
节，提高利润。此外，还可以与当地的餐
饮企业、超市等合作，将农产品直接供
应给这些渠道，从而稳定销售来源。

最后是心态的问题。面对销售难
题，农民都会非常着急。但需要认识到
的是，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时间
和努力来解决。我们要保持冷静和理
性。面对市场的起伏和变化，不应过于
焦虑或恐慌，而是要保持冷静思考，理
性分析“卖难”的原因和解决方案。农民
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农产品的价值，通
过努力寻找新的销售渠道、提升产品品
质、加强营销推广等方式，一定能够克
服问题，重新获得市场的认可。同时，还
要保持开放和学习的态度。面对市场的
新变化和新需求，农民要愿意接受新的
知识和技术，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
力。通过学习新的种植技术、营销策略
和管理方法，农民可以更好地适应市场
需求，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

本报记者 王凯旋

随着气温升高，各地区春菜不断上
市，市场供应量充足，本周蔬菜价格出
现季节性下跌。在天气影响下，部分蔬
菜货源产地逐渐向北转移，运输、包装
等成本费用的降低促使菜价随之下调。
随着各地春菜上市量不断扩大，各地蔬
菜自供能力也更显充足，预计下周蔬菜
价格将继续呈季节性下降的趋势。

蔬菜上市量稳步增加
近期，各地应季蔬菜上市量稳步放

大，但受南方冬菜进一步收尾影响，市
场交易总量继续缩减，菜价整体下跌。

甘蓝、有机花、菜花、西兰花、紫甘蓝
产地主要分布在湖北、上海、福建、浙江等
地，其中甘蓝、有机花、菜花产地进入供应
尾期，供应量缩减。价格上，菜花受山东省
内同品种货源上市冲击以及质量下降影
响，价格下跌。甘蓝、有机花价格基本持平
上周。冷库储存的西兰花交易较为稳定，
量、价平稳波动。紫甘蓝本周进场量较为
平稳，因市场行情转好，价格上涨。

四川、浙江等地的西红柿处于生长
尾期，供应量减少，西红柿因与山东货
源重叠上市，价格下跌。四川白萝卜品

质参差不齐，受质量欠佳的货源牵制，
价格下跌。福建、江苏等地的大葱供应
量与上周相比减少，市场走货缓慢是主
因，价格同样出现下跌。南方椒类继续
收尾，多数品种供应量缩减，如线椒、辣
妹子、陇椒。价格方面，除线椒价格上涨
外，辣妹子、陇椒价格双双下跌。尖椒、
圆椒本周供应量小幅增加，与价格下跌
后客商采购积极性增强有关。菜豆类
中，白豆、长豆角供应量缩减，行情平
淡，价格下跌。云南等地的长茄、圆茄受
山东同类货源上市量放大冲击，供应量
及价格全部下跌。鲜蒜薹随着江苏货源
批量上市，供应量增加三成以上，货源
供应充足，价格下跌。云南、四川等地的
鲜蒜头因产地货源日益宽松，供应量增
加二成，价格下跌。江苏蒜苗成交量较
上周无明显变化，客商采购需求不高，
价格下跌。玉米产地主要分布在云南等
地，本周供应量增加，市场购买力增强，
价格上涨。云南地区的油麦菜、娃娃菜、
生菜、上海青，以及交易量偏少的金针
菇、香菇、杏鲍菇、毛芋头、莴苣、藕、佛
手瓜等，供应量有增有减，价格受市场
供求关系的影响有涨有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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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瓜、葱头、长南瓜市场需求下降，交易量
稳步下跌。冬瓜、长南瓜因客户认购率较
高，价格稳中上涨。红南瓜、绿南瓜、葱头
价格运行相对平稳。贝贝南瓜南方货源进
入交易后期，供应量减少三成，价格上涨。
另外，昌乐贝贝南瓜陆续开始上市。库存
土豆供应量减少三成，与库存量减少以及
食堂采购需求减弱有关，价格无明显变
化。新土豆走销较为平淡，量、价齐跌。胡
萝卜交易持稳，量、价平稳运行。

价格下跌是主流行情
山东产区内，供应量基本持平上

周，价格下跌是主流行情。
大白菜主要来自青州、临沂等地，

随着天气转暖，供应量增加明显，增幅
超十成，已取代省外上市货源，市场整
体供应较为宽松，价格下跌。滕州新土
豆供应量不多，本周价格相对稳定。叶
菜类中的芹菜、山芹、菠菜、茼蒿主要分
布在聊城、济宁等周边地区，其中芹菜
因产地陆续进入换茬期，供应量缩减三

成，行情平淡，价格下跌。茼蒿交易无明
显变化；菠菜部分货源进入换茬期，供
应量减少三成，价格上涨。山芹供应量
无明显变化，市场走销缓慢，价格下跌。

山东库存蒜薹继续缩减，供应量减
少四成以上，因库存货源质量下降，价
格下跌。淄博西葫芦供应量减少，走货较
慢，价格上涨受限。天气晴好、温度适宜，
青州等的尖椒、圆椒供应量均增加，价格
随货量的宽松而下跌。青州、寿光等周边
的菜花、油豆、豆王、线椒等稳步上市，供
应量普遍增加，价格多数下跌。来自平
度、临沂、济南等地的小芋头、地瓜积极
出库，供应量增加三成以上，以上品种价
格无明显波动。昌邑生姜因市场消费需
求增加，交易量及价格双双上扬。

随着气温回升，潍坊市寿光蔬菜生
长旺盛，上市量增加，价格大多下跌。主
要交易品种中的大黄瓜、丝瓜、小黄瓜、
苦瓜、尖椒、圆椒、红椒出产量不断增
加。黄瓜行情相对稳定，本周价格略涨。
丝瓜价格与上周持平，其余品种伴随着
货源的增多，价格下跌。樱桃西红柿、瓠
瓜、西兰花、芹菜等偶有交易，价格随行
就市。 本报记者 王凯旋

把好农产品更好卖出去

春菜增量上市 菜价呈季节性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