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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疯狂的大蒜（下）

核心提示：连续两年的蒜价低迷、产量减少，甲流爆发的推波助澜，民
间游资的投机炒作，被认为是2009年蒜价猛涨的三大原因。从2008年的卖蒜
难到2009年的蒜难求，蒜农、蒜商、政府、媒体等各方角色都以自己的方式寻
求正解，希冀破除大蒜“过山车”行情的怪圈，但各种说法并没有让争论完
结。山东省金乡县蒜农韩允华说，由于今年种大蒜的人又多了，他担心明年
的蒜价又会迅速跌入由高峰到低谷的怪圈。 晚报记者 熊堰秋 王战龙 文/图

蒜价高涨后，一个在山东金乡广为流传
的暴富神话是，五名装卸工合资低价购进大
蒜，高价抛出，转眼间成为百万富翁。蒜商今
年赚个盆满钵满，甚至有人认为，蒜商在囤积
居奇，刻意恶炒大蒜。

周雪峰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他打了个
比方：粮食在多余时，国家可用保护价进行收
购，保证老百姓的利益。但是蒜便宜的时候，
国家没有保护价，目前，金乡当地建起了很多
冷库，这样就拉长了大蒜销售链，同时通过深
加工，也加长了大蒜的产业链。

“蒜商毕竟是商人，他们得知大蒜产量不
会满足市场需求时，肯定会抢购，今年大蒜的
收购价就是从 1元钱一斤涨到 1.4元一斤，再
到 1.8 元左右一斤，再到后来的 2.8 元左右一
斤。”周雪峰说。

“但是蒜商也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在国
家不能宏观调控去实施保护价的前提下，由
这些蒜商出资收购储存了大蒜，是分散了蒜
农的风险，他们有一定的利益空间，也是应该
的。”

不论是在河南中牟还是山东金乡，蒜商
们虽然避谈赚钱多少，但仅从金乡的汽车销
量，以及南店子市场停满汽车的场景，都可以
看出今年是蒜商们的“丰收年”。

在南店子大蒜现货交易市场里，一些大
蒜商对蒜农挣钱多还是蒜商发大财的提问大
多避而不答，只有一位来自吉林的蒜商反问
记者：蒜农一年投入多少资金？蒜商一年又
投入多少资金？蒜农投一两千挣一两千，收
益也有一倍了吧？蒜商一次投几十万甚至几
百万，收入要是和蒜农一样，够利息不？

大蒜产业链条上，分布着蒜农、经纪人、
储存商、经销商、加工企业等众多群体，如果
再引申一些，当地政府和地方财政税收也在
这个利益链条上。

链条最末梢，蒜农无疑是第一个被关注
的焦点。

有这样一种说法，今年大蒜价格上涨，蒜
农只是发了小财，受益寥寥，大把的钱都让大
蒜经销商们赚走了。

对此说法，山东省金乡县金一村村支书
周雪峰予以否认，他认为蒜农不赚钱的这种
说法是错误的，“种了 3 亩地的大蒜，去年
0.28 元一斤卖的，总共卖了 1600 多元，今年
同样是这些地，1.4 元多卖的，卖了 8600 多
元。”

随后，金乡县一份书面调研报告中给蒜
农算了一笔收入账：金乡蒜农2009年大蒜亩
均产量 2000 斤左右，平均销售价格每斤 1.6
元，亩毛均收入在 3200 元左右，亩均成本在
1000 元左右，蒜农每亩蒜纯收入在 2200 元，
加上蒜薹亩均纯收入 450 元，种大蒜的亩均

总收入为 2650 元左右。这还不包括部分蒜
农把大蒜存进了冷库卖了高价，有的蒜农走
出农田，到大蒜加工厂打工，增加了收入。

蒜农韩允华并不认同这样的计算方法，
在金乡县鱼山镇大蒜交易市场周边的水韩楼
村，他指着村边一亩亩的大蒜苗说，今年6月
份，大蒜下来时，最初蒜农以每斤8角钱就卖
了，因为与去年相比，8 角钱已经很不错了。
后来，大蒜价格慢慢涨到了 1.8元左右，可那
时蒜农的大蒜基本上都快卖完了。

“与去年相比是挣钱了，但挣得不多，一
是因为前期价格卖得便宜，二是今年大蒜行
情好，种蒜的人又多了，蒜种也贵了不少，大
约在每斤 2.8 元左右，一亩地蒜种得三四百
斤，花费六七百元，加上塑料薄膜，施加复合
肥，每亩地又需要投入 800 元左右。再加上
后期的收获、加工，一亩地的成本就需要
1500元了。”

如此看来，高额的差价很显然被中间环
节给拿走了。事实上，作为链条末梢的蒜农
并没有从高价蒜中收获更多的利益。

蔓延全球的甲流疫情对于蒜价走高无形
中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1月 16日，武汉市执业药师协会主任药
师、药学工程师何水平称，“对于所有人而言，
吃大蒜能有效预防甲流”。之后吃大蒜预防
甲流的说法愈演愈烈。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杭州第十五中学率
先要求学生每人每天定时吃大蒜。该校一
次性采购了 200 多公斤大蒜，要求每天中午
的时候和饭菜同时送到，并规定每位同学都
必须要吃。

正是在这种背景推动下，大蒜价格一路
上扬。

太原、兰州、南昌、南宁、杭州、北京等城

市大蒜价格涨到了每公斤 10元，而在杭州普
通大蒜的零售价则达到了每公斤 12元，个别
大型超市甚至达到了每公斤14元。

在可预防甲流作用的影响下，洋葱、红尖
椒、干辣椒乃至生姜等多种辛辣蔬菜都出现
了量价齐升的现象。广州市物价局价格监测
中心市场检测显示，与 11月初相比，生姜、洋
葱、大蒜、红尖椒的平均批发价分别上涨了
11%、32%、34%、62%。

12月9日，来自郑州市陈寨蔬菜批发市场
的价格显示：洋葱每公斤 3 元，尖椒每公斤 4
元，大蒜每公斤 6.6元，生姜每公斤达到 9元。
而在11月9日，同样是陈寨蔬菜批发市场，洋
葱每公斤1.4元，尖椒每公斤仅为2.4元。

程传东，金乡县农民，现在的身份是县城
跑马庙的中巴车司机，一年前的身份是大蒜
商人。去年，他从银行贷款，库存了 100吨大
蒜，最后以每斤 8分钱的低价出手，当年净赔
70多万元，连银行贷款都还不上。没办法，就
当起了中巴车司机。

由于大蒜行情变动大，大蒜又包着一层
白色的皮，蒜商都称它为“白老虎”。与大蒜
行情相类似的，还有生姜、红辣椒，分别被称
为“黄老虎”和“红老虎”。

程传东说，做大蒜生意，得有很强的心理
承受能力才行。而在中牟县韩寺镇的老经纪
人孙树林看来，这更像赌博，几乎都是靠个人
对市场的判断和运气的。

“虽然现在很多大蒜信息都是在网上发布
的，但是有几个蒜农上网？谁知道行情的变化？
更别说对前景的预测了。”孙树林说，农民接受信
息的渠道狭窄，只是通过往年的经验进行判断，容
易造成盲目跟风而导致蒜价暴涨暴跌。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副所长张

晓伟直言今年的大蒜价格涨得确实有点离
谱。他说，不仅大蒜，各类农产品都有如此遭
遇，原因也是大同小异。

我国农业生产主体仍以小农户为主，千
家万户分散饲养种植，小农户缺乏市场信息，
决策盲目，往往“一哄而上，一哄而下”，于是
产量与价格不断上演“过山车”。另外，行业
信息预测预警机制不完善，农业保险体系不
健全也加剧了市场波动。

张晓伟建议说，“政府应成立专门的信息
收集及预警部门，通过各种途径及时发布信
息，特别是预警信息。”

“收成好了，卖不上价，收成不好，想卖也
没有多少。”对于外界沸沸扬扬的争论，山东
省金乡县蒜农韩允华并不关心，他最大的担
心是，“今年种大蒜的又多了，明年的价格肯
定没有现在高了。大蒜会不会迅速从高峰
跌入低谷？到那时，吃亏的可能还是像我这样
的蒜农。”

看来，大蒜疯涨的余波尚未平息……

避谈赚多少的蒜商今年过了
个“丰收年”

被借助炒作，“吃大蒜能有
效预防甲流”

炒蒜

说蒜

许多人只是通过经验判断，容易盲
目跟风，导致蒜价暴涨暴跌

蒜农担心，今年种大蒜的又多了，明年蒜价又会从高峰跌入低谷。蒜农担心，今年种大蒜的又多了，明年蒜价又会从高峰跌入低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