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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贵卖199元一斤的五常大米
收购价不到2元
米业公司联手“坑农”当地只提维护企业利益

随着全国粮食的“八连丰”，知名
的黑龙江省五常大米也迎来好光景，
大米不仅质量好，价格也是节节攀升，
最贵的一斤甚至卖到了199元。

但五常市的许多稻农却感受不到
喜悦，因为他们辛辛苦苦种出的水稻，
卖给当地的加工企业每斤不到2元。

近年来，黑龙江省五常市因为发展绿
色有机水稻，加上多数稻田为天然河水灌
溉，五常大米享誉全国。记者在当地走访
发现，中等包装的大米，四五十元一斤的比
比皆是。精包装大都超过百元，一种抗氧
化有机米更是卖出了每斤199元的天价。

与大米高企的售价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稻农的有机水稻收购价格并不高。2010
年上市的有机稻仅为每斤1.90元左右。

钱被谁挣去了？稻农反映，许多加工
企业低价把水稻收去，“一扒皮”就卖10元
甚至几十元一斤。按水稻出米率 60%计
算，如果企业大米每市斤卖 50元的话，水
稻价格应该是每市斤 30 元。可是企业收
购价平均还不足2元，去掉企业加工费、包
装费，也得10倍利润。

大米加工成本到底能有多少？
一位企业经营总监无意中透露，除了

水稻收购价，还有收储、烘干、水电、设备折
旧以及销售等费用，这些加工、流通成本每
吨在 150~200 元。据此推算，每市斤大米
的加工成本仅为0.2元左右。

由于五常水稻质量好，一些国内外知名米
业巨头纷纷在此设厂，不仅国内上市公司北大
荒、中粮集团、东方集团等企业在五常盘踞一
方，就连外资企业益海粮油也早早来到五常市
安营扎寨。

按常理，超过200多家的加工企业在此争
夺稻源，稻农应该待价而沽，但实际情况恰恰
相反，水稻根本卖不上价。

稻农反映，一些企业签了订单不履约，不
按订单上的价格收稻，订单反而成为企业单方
面约束稻农的工具。

安家乡双喜村稻农老李说，他去年和一家
公司签了订单，公司承诺如果买其公司的稻
种，再把水稻卖给该公司，水稻价格就比市场
价每斤高7分钱。可秋收时公司却不收粮，稻
农用车把粮都送到公司也不让卸，多家公司联
起手来“憋稻”，农民哪能卖上高价。

有的企业订单极不规范，一家名为丰粟有
机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2011 年与农民
签的订单只是把一张按着稻农红手印的签名
纸，附着在一张空白订单的后面，许多农民想
通过法律渠道维权都没有办法。

记者了解到，五常水稻产业基本是订单农
业，订单水稻占 90%以上。最开始是为了稳定
米源，让农民卖粮不愁，然而，实际运行中，一些
粮企却把市场风险推给农民，在订单中“做手
脚”，而有关部门也没有为农民争取更多权益，
致使当地农民粮食根本卖不上高价。

作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五常市绿色食
品办公室的人员同时还是稻米产业管理中心以
及大米协会的工作人员，一套人马三块牌子。
身兼 3个部门负责人的姜大伟说，这几个机构
的职能，是统一行使对稻米市场的引导和管理、
带领企业闯市场，维护企业利益，而对稻农利益
只字未提。

五常市一位副乡长透露，五常年产25亿斤
水稻，如果一斤稻多为稻农争取 1 角钱的话，
每年就可为稻农增收 2.5亿元。但有谁愿意去
做呢？ 据新华社电

稻农与企业获利相差悬殊

200多家加工企业争夺稻源，水稻仍卖不上价

当地对稻农利益“只字不提”

图为五常市一家米业公司生产的“金砖米”，每小盒（一斤）图为五常市一家米业公司生产的“金砖米”，每小盒（一斤）99.999.9元（摄于元（摄于20112011年年1111月月22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