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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药
!

毛了
"

"!

山药
#

毛

了
"

"

$

月
%&

日
#

新区利民农贸

市场中段
#

两个卖山药的农民

争着叫卖
$

在市场北段
#

另一位农民

则将一个形状如手掌的山药摆

在三轮车上
#

用
!

怪山药
"

充当

广告招揽顾客
$

记者发现
#

虽然

山药价格不高
#

但购买山药的

市民仍屈指可数
$

提到山药
#

很多人会想到

淇滨区大赉店镇的翟村
$

自去

年冬天以来
#

受市场的影响
#

山

药价格出现滑坡
#

到
'&&(

年年

底
#

翟村山药积压
)**

多万公

斤
$

截止到
$

月
%)

日记者采访

时
#

该村积压的山药还有
%**

多万公斤
$

低价位的山药让市

民得到了实惠
#

却让山药种植

户连连叫苦
$

!"#$%&'()

在翟村
#

山药协会会长许

忠可算个人物
#

用村民的话说
#

许忠是个
!

敢说敢干
#

又能
%

折

腾
&"

的能人
$

%++,

年
#

许忠带领村里的

麦收队到河北省
!

麻山药之乡
"

保定市曲堤乡收割麦子
$

在那

里
#

成方连片的山药让许忠和

麦收队的村民们惊讶不已
'

兴

奋不已
$

一有空闲
#

许忠就向当

地种植户了解山药的种植
'

销

售等情况
$

麦收结束时
#

许忠从

当地引进了山药种子
$

虽然翟村有种植山药的传

统
#

但那时种植的全是
!

笨山

药
"#

在种植方法和技术上与引

进的山药多少有些不同
$

试种

新品种时
#

村里只有四五户村

民跟着许忠学种山药
#

你家种

一点
#

我家种一点
#

最大的种植

面积也仅有
*-.

亩
$

让村民们没想到是
#

引进

的山药品种很适应翟村的土

质
#

当年亩产竟然达到
).**

公

斤
$

当时市场行情不错
#

山药让

村民们看到了一条新的致富

路
$

到
%++!

年
#

翟村的山药种

植面积发展到
%**

余亩
$

当村

民们满怀希望期待着更大的收

益时
#

山药却耍起了
!

脾气
"#

原

本外表光鲜的一根根山药却长

了
!

锈斑
"#

有的在土壤中就烂

了
$

长
!

斑
"

的山药卖不出去
#

村

民们只能自己消化
#

人能吃的

就吃掉
#

人不能吃的全部用来

喂猪
'

喂羊
'

喂牛
$

当年全村共

损失山药
)*

多万公斤
$

对于村

民来说
#

这次打击可不算小
#

不

少人放弃了再种山药的念头
$

一心想发展山药种植的许

忠和几位村民到信阳
'

温县等

地学习种植山药的经验
#

并从

信阳引进了山药新品种
$

更新

山药品种后
#

翟村山药进入了

迅猛发展期
$

原以为从此山药

发展会一帆风顺
#

没想到到了

/**'

年
#

山药遭遇病菌感染
#

近

'**

亩山药受害
#

每亩损失近
'

万元
$ !

烂山药堆得到处都是
#

别说人了
#

连猪
'

羊也不吃
$ "

一

位村民说
#

当时连空气里都是

烂山药味儿
$

山药病虫害的发生引起了

淇滨区和大赉店镇党委
'

政府

的高度重视
#

区
'

镇有关领导和

农技人员几乎天天
!

泡
"

在翟

村
#

为山药
!

把脉
"#

为村民鼓

劲
#

为种植户打气
#

并多次请省

农科院的专家到村里传授种植

技术和病虫害防治知识
$

由于市场行情稳定
#

到了

'**)

年
#

翟村的山药种植面积

达
)**

亩
#

一些当年没有留地

种山药的村民不惜将麦苗挖掉

种山药
$

种植山药的道路一波三

折
#

但自翟村开始发展山药种

植后
#

一些村民的腰包还是慢

慢鼓了起来
$

为了鼓励村民种植山药
#

镇政府还将种植面积在
$

亩以

上的农户评为种植状元户
#

并

颁发自行车以示鼓励
$

后来
#

有

关部门还鼓励村里的一些种植

大户买挖沟机用于山药种植
$

到目前
#

翟村的山药种植面积

已经发展到
%!**

余亩
#

并形成

了以翟村为中心
#

辐射周边
,*

多个村庄
'

种植面积达
$*%*

亩

的淇滨区山药种植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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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

山药成熟后通常被分割成

两部分
#

接近地表的一段
0

!"

#$

1

被当做种子山药
#

深埋在

地下的一段是山药中最好吃的

一部分
#

被当做商品山药
(

%&

'()

)$

近年来
#

翟村的种子山药

已不单是村民自留的种子
#

而

是批量出售
$

商品山药则多靠

村民通过市场零售
$

'&&(

年冬
#

山药市场价格

出现滑坡后
#

翟村大批山药积

压
#

很多村民甚至不敢轻易将

山药从地里挖出来
$

据村里的

山药协会统计
#

当时全村共积

压山药
)&&

多万公斤
$

许忠说
#

村干部只要一碰头
#

讨论的话

题就是山药的销售和种植山药

的出路
$

'&&!

年
2

月
2(

日
#

翟村山

药大量积压的事被本报报道
$

报道刊发的当天
#

本报记者就

接到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

负责人的电话
#

建议翟村参加

农产品网上购销对接会
$

农产品网上购销对接会
#

是国家商务部新农村商网专门

为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
!

销售

难
"

而组织的
$

它以网络为依

托
#

把各地的供求信息在网上

发布
#

通过网站对接员的主动

联系
#

把
!

卖方
"

信息提供给
!

买

方
"#

帮助农户有针对性地把农

产品卖向市场
$

这样的
!

对接

会
"

商务部每年都要举办两次
#

时间分别是春季和秋季
#

国家

商务部还专门安排了
,

名专职

对接员负责对接全国各地的供

求信息
$

其目的一是为部分农

民解决农产品
!

销售难
"

问题
#

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
#

增加农

民收入
*

二是促进订单农业发

展
#

提高农产品流通的有序性
'

组织性
*

三是提高农民的品牌

意识
$

!

为了杜绝虚假信息给农

民造成损失
#

商务部要求所有

上报的信息必须由当地商务部

门层层核实后才能对外发布
$ "

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的工

作人员说
$

为了尽快解决翟村的山药

积压问题
#

'**!

年
2

月
''

日
#

市商务局向省商务厅递交了

+

关于鹤壁市淇滨区山药滞销

的紧急报告
,#

恳请省商务厅将

我市滞销山药作为本届
!

对接

会
"

的要件来办
$

接到紧急报告

后
#

省商务厅迅速与商务部取

得联系
#

淇滨区山药急需买主

的信息于当天上网发布
$

从信

息上网发布的当天起
#

国家商

务部
'

省商务厅便开始陆续通

过传真和电话向我市反馈各地

买方信息
$

山药积压后
#

淇滨区各部

门和山药协会采取多种办法帮

助村民销售山药
$

在采访中记

者了解到
#

目前外地客商在翟

村主要收购山药种子
$

湖北襄

樊的收购商在翟村设有
)

个收

购点
#

江苏的收购商则委托山

药协会代收
#

收购后直接装车

运走
$

商品山药则主要靠种植

户在本地市场上零售
$

$

月
2)

日
#

记者到翟村采

访时获悉
#

目前该村积压的山

药还有
2**

多万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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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村山药的种植规模小
#

外观品质差
$ "

在翟村收购山药

种子的湖北客商刘先生说
$

刘

先生
#

湖北省襄樊市谷城县冷

集镇刘洲村人
#

除种植山药外
#

还负责山药种子的代购代销
$

他自
'**.

年起开始在翟村设

点收购山药种子
#

今年又在翟

村设了
)

个收购点
$

据他讲
#

谷城县冷集镇是

湖北省最大的山药基地之一
#

全镇的山药种植面积达
.

万多

亩
#

仅刘洲村种植的山药就有

$***

多亩
$

原来刘洲村山药种

植面积有
.***

多亩
#

因为山

药不能重茬种植
#

近两年种植

面积相对减少
#

村民都到
.*

公里以外的地方承包土地种

植山药
$

记者通过襄樊在线了解

到
#

当地政府为确保山药销路

畅通
#

拨出专款为山药注册商

标
#

并根据国家绿色食品生产

认证标准制定了生产标准和

操作规程
#

组织专业技术队伍

为农民提供服务
$

仅冷集镇就

有
'***

多名山药经纪人穿梭

于全国各大市场
#

为当地山药

搭建销售桥梁
$

冷集镇的山药

销往全国
'*

多个大中城市
#

还出口到日本
'

韩国等国家
$

谈到翟村的山药时刘先

生说
#

翟村山药的内在品质不

错
#

外观品质不佳
#

这跟当地

的土质有关
#

与其他地方的山

药相比差距明显
$

冷集镇的一

些种植户是从翟村引进的山

药种子
#

由于那里是沙土地
#

这种山药在冷集镇每根都能

长到
2-.

米以上
#

形状也好
$

除

此以外
#

他认为山药种植如果

没有规模
#

就引不来大的收购

商
$

刘先生说
#

在冷集镇
#

只要

家里有山药根本不用发愁销

路
$

黄广礼在淇滨区科协工作

2*

多年了
$

在谈到今年山药价

格下滑时
#

黄广礼这样说
#

一是

山药的营养价值不是一般蔬菜

能比的
#

种植山药很有发展前

景
$

二是山药种植没有成
!

气

候
"#

所谓
!

不怕多
#

不怕少
#

就

怕不多不少
"$

现在淇滨区的山

药种植正好处于这种不多不少

的尴尬境地
#

外销渠道没有完

全打开
#

本地市场需求有限
#

随

着种植面积的扩大
#

仅靠本地

市场消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

如

果说国内市场已经饱和的话
#

为什么湖北
'

江苏等地的种植

户会从我们这里购进山药种

子
#

不停地扩大种植面积
-

问题

的关键在于人家已经建成了良

性销售渠道
$

我们的一些山药

种植户还停留在等客商上门收

购的层面上
#

山药经纪人也很

少
$

谈到今后的发展
#

黄广礼

说
#

应优先考虑拓展销售渠道
$

其次是研究深加工项目
#

开发

以山药为主要原料的新产品
#

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

其三就是

加强市场预测
#

提高农产品的

抗风险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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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

今

年的山药市场行情挫伤了部分

农民的积极性
#

翟村的一些种

植户产生了不再种植山药的念

头
#

还有一些种植户抱着观望

的态度
$

!

今年的山药价格太低了
#

除去成本几乎不挣钱
$ "

村民李

民勤说
#

种一季山药通常会耽

误三季庄稼
#

加上种子
'

肥料
'

人工等费用
#

去年他种的
'

亩

山药利润不大
$

今年他不准备

再种山药了
#

已经在山药地里

种上了杨树苗
$

周武忠是村里的山药种植

状元户
#

去年他家种了
!

亩山

药
$

周武忠说
#

今年他除了种自

己的地外
#

还准备租别人的地

种山药
#

租地的事基本上谈好

了
$

言谈间记者感觉到
#

与其他

村民不同的是
#

周武忠非常注

意宣传
!

个人品牌
"#

每次到市

场上卖山药
#

周武忠都会把自

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买山

药的人
$

翟村和周边一些村庄种植

的是名为
!

花籽
"

的山药
$

这种

山药的产量很高
#

但不易长时

间保存
#

山药挖出后必须在短

时间内出手
#

而市民多是现吃

现买
$

随着翟村和周边村庄山

药种植面积的扩大
#

从几年前

淇滨区的农业科技部门就开始

为山药的下一步发展寻找出

路
$

除了加大对山药保存等相

关问题的研究外
#

也加快了山

药品种改良的进程
$

记者在翟

村山药协会了解到
#

目前正处

于试验阶段的新品种就有
22

个
$

就如何调动山药种植户的

积极性
#

保住现有的山药种植

面积
#

翟村的干部和山药协会

的人还真动了一番脑筋
$

多次

开会协商后
#

他们决定由协会

对今年种植面积在一亩以上的

农户进行奖励
#

种植面积超过

一亩奖励一袋山药肥料
$

目前
#

经村委会同意
#

山药

协会已将翟村一座废弃的厂房

承包下来
#

准备上深加工项目
$

许忠说
#

要让加工厂转起来
#

需

要
$*

多万元
#

这可是一笔大

钱
$

村里准备实行股份制
#

谁投

资谁受益
$

现在
#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政府能加大在资金和

信息服务方面的扶持力度
$

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声

音就是发展深加工项目
#

进行

深加工是否就能使淇滨区的山

药种植业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

谁都不敢妄加断言
$

但有一点

是大家都认可的
#

那就是
#

如

果销售渠道不畅通
#

再好的东

西也只能是
!

养在深闺人未

识
"$

!"#$%&'()*+,-./#0123,-&45567089

!"#&4:*;<;=>2?@ABCDE# !"## FG!"HIJ=!"

DEKLMNONP0QRSSS

*+,- HIJ !. KLM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