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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蔬菜报记者侯庆强综合报道

小黄瓜最高价卖到18元1斤
从6月份以来，人们在不知不觉中

感到蔬菜价格一路飞涨，甚至有的涨得
有点离谱了，如小黄瓜在一些城市卖到
了18元1斤。

蔬菜价格走高，不仅市场表现明
显，种植端的感受也很真切。每天凌晨
3点，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化龙镇一家蔬
菜专业合作社便开始忙碌，周边农户种
植的小黄瓜在这里集中周转发往全国各
地。“从6月中旬起，小黄瓜的价格就一
路上涨，从原本的1.7元至2.5元/斤涨到
了 7月中下旬的5元至 7.5 元/斤，品相
好的甚至能卖到18元/斤。虽然8月初
价格开始下降，但目前黄瓜的价格仍然
保持在1.8元至4元/斤。”合作社负责人
张春宝表示。

“今年小黄瓜的价格是有史以来最高
的，也是涨价时间最长的。”张春宝介
绍，往年小黄瓜价格最贵的时候在 10
元/斤左右，今年涨到了18元/斤左右，
按照往年规律，由于夏季气温高，黄瓜
也会随之涨价，一般会持续20天左右，
但今年从6月中旬到8月中旬，小黄瓜
的平均价格一直维持在4元/斤以上。

“黄瓜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产量跟不
上，受高温和雨水天气影响，黄瓜容易
遭受病害影响，另外今年夏季气温偏
高，也影响了黄瓜的长势。”张春宝表
示，随着气温降低，黄瓜的生产也在恢
复，随着新茬黄瓜陆续上市，价格也将
回归到合理区间。

在上海，从6月份开始一些蔬菜价
格翻倍地在涨。以1斤黄瓜为例，6月中
旬卖1.8元，7月底要卖4.6元，而到8月
14日1斤黄瓜已经卖到6.3元。

在北京，几天前记者走访超市看
到，黄瓜价格普遍超过6元/斤，在部分
精品超市和生鲜电商平台，精品黄瓜、
水果黄瓜等品类甚至超过10元/斤。

在四川，中国蔬菜协会和四川多个
蔬菜集散地监测显示，今年7月，四川
28种常见蔬菜中，有14种地头价出现
明显上涨。其中，芥菜、黄瓜、茄子、
大葱、莲藕等涨幅超过50%。而经历了
大幅上涨后，四川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
蔬菜地头价，也都来到了近五年来的历
史同期高位。

在聊城市莘县十八里铺镇农产品批
发市场，一蔬菜合作社负责人王超告诉
记者，最近他主要收购黄瓜，一天两万
斤，销往河南、安徽等地。去年同期黄
瓜收购价是1.8元/斤，现在一级黄瓜收
购价是3.5元/斤。

在此一轮蔬菜价格涨势中，小黄瓜
成了“领头羊”。

据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
全国批发价格数据显示，6月16日至8
月15日，全国蔬菜日度价格从4.27元/
公斤升至6.01元/公斤，上涨40.7%。从
周度价格来看，自今年第25周（6月17
日—23日）起，蔬菜价格逐步上涨，到
第 30周 （7月 22 日—28 日） 达到 4.91
元/公斤，为近十年同期最高值。之后，
价格继续走高，到第32周 （8月5日—

11日） 达到5.55元/公斤，比近十年同
期均值高26.8%。

预计9月初后回归合理区间
“从后市蔬菜价格来看，预计仍将保

持上行趋势，但上行空间有限。”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分析，整体看，目前蔬菜在田面积和产
量均有所增加。据农业农村部统计，目
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7亿亩，同比
增加 147万亩，仍处于年内较高水平，
稳产保供有基础。同时，随着蔬菜产地
转换，后期北方及高山、高原地区的冷
凉蔬菜逐渐进入采收旺季，市场供应充
足。短期看，受产地转换及品种换茬影
响，“北菜南运”“西菜东运”规模扩
大，跨区调运蔬菜的运输、保鲜成本增
加，将拉动菜价继续上涨。

“七八月份处于蔬菜生产供应的‘夏
淡’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
展研究所副所长孔繁涛分析，从历史规
律来看，我国蔬菜价格呈现季节性波动
规律，一般从6月中旬起，蔬菜价格进
入上行通道，至9月上旬达到高点，转
为下降态势。主要原因是，夏季温度较
高，不利于蔬菜生长，导致市场供应相
对不足。

异常天气对蔬菜生长、流通造成了
一定影响。张晶介绍，今夏7月初，湖
南、山东、四川、安徽等地出现强降
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些地方
还遭遇洪涝灾害，当地蔬菜生产、采收
及外运受阻，部分蔬菜市场供应偏紧，
进一步拉动全国价格上行。

菜农前期预期收入偏低也影响了生
产积极性。孔繁涛表示，今年5月至 6
月上旬，由于蔬菜面积扩大、产量过剩
以及异常天气、重叠上市等因素，个别
品种蔬菜出现区域性、阶段性的卖难买
贵、滞销卖难等现象，挫伤了菜农积极
性，导致个别地方出现提前拔秧、弃
管、弃收等现象。由此，降低了菜农预
期收益，导致七八月份疏于蔬菜田间管
理，造成蔬菜产量下降、上市量不足，
拉动了蔬菜价格上行。

“蔬菜价格上行至9月上旬后，将进
入季节性下行区间。”孔繁涛表示，目
前，蔬菜价格上涨仍然属于季节性的、
区域性的、阶段性的，尤其是特定品种
的短期波动较大。展望后市，鉴于蔬菜
品种间较强的替代性，以及速生蔬菜种
植的市场迅速反馈，尤其是蔬菜在田面
积基数的有力支撑，我国蔬菜市场总体
供给是有保障的、价格上行空间不大。
随着天气转凉，蔬菜市场价格预计约在
9月初将会进入下行通道。

各地积极应对保障“菜篮子”供应
为拎稳市民的“菜篮子”，近段时间

以来，各地积极采取措施稳生产、促流
通、保供应。

针对近期灾害性天气，农业农村部
持续抓好防灾减灾工作，落实落细各项
保供措施，努力保障“菜篮子”产品稳
定供应和市场平稳运行。一方面，督促
指导各地特别是大中城市抓好稳产保供
工作，根据市场形势做好产品调运，保

证充足供应、价格稳定；另一方面，确
保在田蔬菜安全生产，推动各地做好秋
播育苗工作，合理安排蔬菜品种结构、
种植规模和上市茬口。

在北京地区，目前，鲜嫩蔬菜的主
要供应地北移到河北北部地区和内蒙古
中东部地区。北京新发地市场总经理张
月琳介绍，市场协调产地保供，扩大采
购渠道，积极与山东、河北南部等蔬菜
种植基地及分市场协调，增加输往北京
市场的蔬菜供应量；鼓励商户增加土
豆、洋葱、冬瓜等耐储存蔬菜的进货量。

在湖南，提高周年栽培模式效率，
是保障叶类蔬菜生产供应的重要举措。
浏阳市新丰、浏阳鑫联等商品蔬菜生产
基地采取周年栽培模式后，菜心等叶类
蔬菜由原来一年采收4至5茬增加到一
年采收6至 7茬，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和
叶类蔬菜出产量，部分缓解叶类蔬菜不
耐高温和长途运输带来的短缺。

作为中原地区重要蔬菜集散地，河
南万邦批发市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
极号召全体商户联系产地调配货源，运
用直供直销、增量调运等方式，确保货
量供给稳定充足；组织市场的相关部门
实时采价、精准报送，每天对外发布价
格信息，稳定市场行情。

在山东寿光，目前寿光农产品物流
园日交易量在5000吨至6000吨间，基
本与往年同期持平。为应对夏季蔬菜

“伏缺”，保障群众“菜篮子”，各蔬菜
合作社正加足马力提高进出货速度，缩
短蔬菜在市场停留时间，同时通过周边
调运、增加耐储蔬菜、减少损耗等方
式，全力保障蔬菜供应。为确保蔬菜价
稳量足，寿光市充分发挥农产品物流园
流通主渠道作用，通过客户资源优势和
市场集聚优势，加大蔬菜品类及到货量
的调配力度，引导商户提高到货量。

在陕西，目前陕西省秋季蔬菜种植
面积稳定、长势良好。进入9月后，大
部分蔬菜陆续成熟，国庆节前将集中上
市，市场供应会更加充足，价格也将逐
渐回归正常。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
院研究员张明科建议，菜农可加大生叶
菜、牙苗菜等速生性蔬菜种植，做好集
约化育苗，抢抓定植时间，进一步扩大
冬前蔬菜生产。

业内专家预测，根据国家气候中心
预测，9 月份除东北西部、内蒙古东
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气温接近
常年同期外，全国其余地区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高，蔬菜生产供应有保障。不
过，鉴于极端天气等不利条件仍大量存
在，蔬菜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波动将在所
难免。

专家建议，对于种植户来讲，首先
应该抢种速生蔬菜，增加有效供给。
通过设置遮阳网等措施，增加小油
菜、快菜、茼蒿等速生叶菜的播种面
积，快速补充市场缺口。同时，加强
生产管理，提高蔬菜产量。加强水肥
管理，有效减轻高温、多雨等灾害性
天气对蔬菜生产的影响。要综合运用
防虫网、杀虫灯、色板、昆虫性诱剂
等措施，绿色防控蔬菜病虫害，确保
蔬菜的正常生产。

蔬菜价格，一头连着居民的“菜篮子”，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

菜价“狂飙”的背后
核心阅读

小小的菜篮子，装着
瓜果蔬菜，也装着大民生。

近期，全国城市蔬菜
价格出现大幅波动，不少
家常菜价格涨幅较大，引
发诸多关注。纵向看，我
们早已过了肉蛋奶紧缺的
时代，菜篮子里越来越丰
富，城市供应在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消
费需求。但是，近期全国
范围内暴雨天气、设施蔬
菜 换 茬 口 等 多 种 因 素 叠
加，推高了蔬菜价格，让
居民感受强烈。

业内专家分析，我国
蔬菜在田面积基数的有力
支撑，让蔬菜市场总体供
给是有保障的、价格上行
空 间 不 大 。 随 着 天 气 转
凉，蔬菜市场价格预计约
在 9 月初将会进入下行通
道。

菜篮子里装着居民满
意度。吃是我们生活中的
头等大事，一蔬一饭带来
的一日三餐幸福感，是看
得 见 摸 得 着 的 生 活 小 确
幸。但是由于不少地方的
蔬菜生产、运输等受天气
因素影响较大，本应亲民
的家常菜价格往往出现不
确定性。

市 场 经 济 中 有 两 只
手，政府的“有形之手”
和市场的“无形之手”，两
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如 何 及 时 发 挥 “ 有 形 之
手 ” 的 作 用 ， 让 “ 菜 篮
子”这一民生兜底事项得
到更好保障，是极端天气
多发大背景下管理者面临
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