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庆市宜秀区罗岭镇黄梅村鲜切花基地的菊花竞相绽放，村民们正忙着采摘上市。 近年来，该村积
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菊花种植，利用产业扶贫项目资金，建起千亩菊花种植基地，吸纳本村及
周边村 400 多人在家门口就业。 钱安乐 徐国康 摄

花生价格涨了 农户收益增加

■ 本报记者 刘刚

花生在我省农户所种植的油料
作物中位居第三位，仅次于油菜籽和
大豆。 自去年 8 月下旬以来，春茬花
生和夏茬花生陆续上市，价格也是一
路上涨，花生种植户正品尝着收购价
格提高所带来的喜悦。

产量较为稳定

“真没想到最近的花生价格这么
高，还不愁卖。 ”1 月 14 日，蒙城县篱
笆镇刘寨村赵丙田准备将库存的
2000 多斤花生全部销售给商贩。他告
诉记者，2020 年他种了 2 亩春茬花生
和 10 亩夏茬花生，由于“老天”帮忙，

加上自己技术管理到位，春茬花生亩
产达到 700 斤(带壳)，比 2019 年增产
5%左右。夏茬花生亩产也达到 600 斤
（带壳），比 2019 年增产约 50 斤。 与
赵丙田一样，固镇县仲兴乡沱南村的
花生种植户陆国玲同样对收成很满
意， 自己的 8 亩春茬花生平均亩产
800斤(带壳)，比去年增加约 60 斤。

“从全县情况看，2020 年的花生
单产还是不错的。 ”固镇县农技推广
中心主任高仕朋向记者介绍，该县农
技部门试验示范田的花生平均单产
达到 500 公斤，大多数农户花生单产
应该在 400 公斤上下。 记者了解到，
我省农户所种植的花生以油用花生
为主， 约占花生种植面积的 70%左
右，固镇、蒙城、灵璧和泗县等皖北地
区是其主要种植区域。

2020 年固镇县花生种植面积约
20 多万亩，其中春花生面积占到 70%
以上。 与前两年相比，花生面积萎缩

10 多万亩。 高仕朋分析，主要是由于
前两年花生收购价格一直不高，影响
到农户的种植积极性。 同时，农户种
植花生费工费时，在劳动力紧缺的当
下， 也使得部分种植户缩减花生面
积，改种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玉米。

收购价一路走高

固镇县花生贸易商孙宜军自去
年 9 月初就开始忙着收购新季花生。
“到目前，我已收购新花生（颗粒）10
多万斤，平均收购价每斤 4.7 元，可以
说是非常高。 ”他向记者介绍，去年 8
月 25 日新季花生刚上市时， 鲁花 8
号油用花生市场收购价就抬高到每
斤 4.6 元，而后一路上扬，目前是每斤
4.9 元，与 2020 年同期相比 ，市场收
购价格提高了 1 元。

赵丙田告诉记者，当地鲁花 8 号
新季花生上市时， 市场收购价每斤
4.7 元(普通花生米)，精品花生米市场

收购价达到每斤 5 元。 目前普通花生
米的价格已达到每斤 4.9 元的高价。

“去年下半年以新花生不太好
收，大家都观望，还想多赚点。 ”蒙城
县收购商彭凤建介绍，主要是由于主
产区花生面积普遍缩减，导致花生上
市量减少。 部分农户看到花生价格明
显高于往年，对行情继续走高的期望
值在增强，普遍存在惜售心理。

高仕朋说， 目前花生价格的走
高，一方面是因为这几年种植面积的
缩小，市场供货量相对减少；另一方
面是因为疫情的影响，进口花生量有
所下降。 此外，去年以来油菜籽、大豆
等油料作物价格都在上涨，也带动花
生价格进一步走高。

种植收益提高

“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零散种
植户的花生收益每亩要高出 200 多
元。 ”陆国玲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零散

户每亩需投入约 500 元 (不包括土地
成本和自己人工费用)， 以 2020 年每
亩单产 450 斤 (去壳)， 销售价格 4.8
元/斤计算，每亩产值 2160 元。 扣除
物化投入， 每亩毛收入 1660 元 ，而
2019 年的每亩毛收入则只有 1435
元。

赵丙田对 2020 年的花生收成也
颇为满意。 他告诉记者，每亩花生需
投入种子 30 斤，每斤 5 元(花生米 )，
种子费 150 元，地膜费 30 元，花生专
用肥和尿素 150 元， 农药费 100 元，
整地费、 机播费 120 元， 每亩需用 2
个人工，人工费 160 元和 20 元水费。
各项费用合计， 种植花生约需投入
730 元/亩(不计土地成本)。以当前 4.8
元/斤(花生米)市场销售价和亩产 420
斤花生米计算，每亩产值约 2016 元，
扣除各项投入(不计土地成本)，每亩
毛收入约 1286 元。 与上一年种植花
生相比，每亩约增收 200 元。

辣椒+羊肚菌，大棚轮作效益高
蜿蜒于石台县东北部的七井

山，山上有七井、伍村、八棚 3 个村
36 个村民组， 由于地处高海拔深山
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一度是石台
县重度贫困的缩影。

近年来， 池州市把七井山区的
脱贫脱困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全力
补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使得
大车能够顺利开进山， 蔬菜能及时
运出去，先后新建辣椒大棚 1000 余
亩、农产品交易市场 5 个、交易点 40
余处。 每年夏季，这千余亩高山大棚
辣椒就进入了为期三个月的采摘旺
季。 但到了眼下这个时节，这些大棚
就处于闲置状态。 当地老百姓在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 尝试利用大棚种
植羊肚菌，积极开拓增收新路。 1 月
5 日，在七井山天池家庭农场，农场

负责人汪茂安正在和技术人员察看
一个月前试种的羊肚菌， 得知菌丝
发展得很理想，他悬着的心放下了，
“羊肚菌是有机高端菌类，素有‘贡
菌’‘菌中之王’的美誉，别看它小，
可娇贵呢！ ”

汪茂安的农场有 40 多亩的大
棚， 就在去年 12 月， 他将其中的 4
亩用来种植羊肚菌。 羊肚菌是世界
公认的著名珍稀食药兼用菌， 有着
丰富的营养成分和重要的药用价
值。 它的种植和成熟期正好是 12 月
到来年的 3 月， 处于高山辣椒种植
的空闲期。 “我们的七井高山辣椒到
10 月份就结束供应了，这样的话，从
11 月份到来年 3 月份大棚都处在闲
置期， 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来种植羊
肚菌，充分盘活大棚资源。 ”汪茂安

告诉笔者， 羊肚菌本身经济价值很
高，试种成功的话，以后可以扩大种
植范围， 并且推广给更多的大棚种
植户，大家都能多个增收渠道。

不同于普通的农作物，羊肚菌
对空气湿度、 土壤环境要求很高，
没有完全掌握一般不会盲目跟风
种植 。 之所以汪茂安下定决心试
种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在于他享
受着无风险、 全过程的种植保障。
在石台县农业农村局和科技局等
部门的牵线下，安徽硒菇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上门为其提供菌种、
技术以及后期的羊肚菌管护和回
收等服务。

“菌种成本这块，是等到今年菌
菇丰收后， 用鲜菇去抵消每亩四千
元的菌种钱。 按照目前的实际种植

情况来看， 试种下去的羊肚菌亩产
应该能达到 500 斤， 再以 40 元/斤
的价格回收到我们公司， 算下来每
亩产值可达两万元。 ”安徽硒菇食品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高越介绍，
除了实打实的增收外， 利用闲置大
棚进行轮种， 还有利于恢复和提高
土壤肥力，减轻病虫危害，利于来年
的辣椒种植。

据了解，通过前期的对接，安徽
硒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在七井
山区的七井村、 八棚村和伍村等地
发展种植了十几亩羊肚菌。 环境、技
术加上现成的大棚， 期待着随着天
气转暖， 一朵朵羊肚菌经过一冬孕
育开始升柄展伞， 进而为当地百姓
开辟出“高山辣椒+羊肚菌’增收新
路径。 （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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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粮市场化
收购比重达 98%
本报讯 当前， 我国秋粮收购

进展顺利，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
平稳。截至今年 1 月 5 日，主产区入
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 1.1 亿吨，同
比增加 500 万吨。从收购情况看，市
场化收购比重达到 98%， 比上年提
高了 8 个百分点。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收购市场平稳有序、
优质优价特征突出。 当前，主产区
中晚籼稻收购均价为每吨 2796
元，粳稻 2802 元，玉米 2560 元，大
豆 5250 元。 在粮食保供方面，2020
年我国粮食市场维持供应充足、运
行平稳的态势。粮食库存处于较高
水平 ，小麦 、稻谷等口粮品种能够
满足一年的消费需求。 同时，企业
商品库存明显增加， 创近 15 年来
的最高水平。

（杜海涛 唐志宏 ）

种田大户有序兑付承包金
本报讯 日前， 繁昌区峨山镇

东岛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 商议
2020 年度农田承包金事宜， 决定按
市场价和保护价两者总价的一半核
定稻谷价格， 即承包大户以每担稻
谷 108 元的价格兑付承包金。 单价
确定后，承包大户陆续缴纳承包金，
全村已兑付 200 余亩。

每到年底， 种田大户能否及时
足额兑付农田承包金， 牵动着农户
的心。 2019 年，由于稻谷价格下调，
承包农田盈利困难， 致使部分种田
大户延期兑付账款，农户意见较大。
2020 年， 峨山镇千方百计做好服务
保障，以及政策利好等多重因素，承
包大户普遍丰产丰收， 他们兑付承

包金的态度很踊跃。
该镇农田流转主要集中在沈弄

村，其承包款兑付情况较有代表性。
得益于土地整理， 沈弄村农田较为
规整，水系也很发达，加上良好的土
壤条件和区位优势， 该村农田流转
率超过 95%，达 6200 亩 ，承包金也
高于其他村。 村党总支书记赵永革

介绍， 沈弄村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研
究， 决定农田承包金按每亩 450 斤
稻谷计算，稻谷按每担 119 元核定，
折合成现金为每亩 535.5 元。 他表
示，今年粮食价格上涨，加上政府对
油菜、 小麦、 紫云英等作物进行补
贴，承包大户种田积极性高于往年，
他们兑付租金积极性也较高 ，2020
年 11 月份便已兑付第一批，全村兑
付率超 90%， 预计今年元月中旬可
全部兑付到位。

（夏成道）

天长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快

本报讯 近日， 国家农业农
村部、 财政部公布第三批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认定名单， 天长市
现代农业产业园榜上有名。 近年
来，天长市围绕产业兴园、绿色立
园、科技强园、改革富园的思路，
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围
绕水稻、芡实两大主导产业，规划
“一心、四园、两区”功能布局，投
资 23 亿元，建成现代农业产业园
面积 19.8 万亩，2020 年产业园总
产值达 45 亿元。产业园农产品获
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认证 18 个，
龙岗芡实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搭建科创平台 5 个，年科研
经费投入 2200 万元， 推广应用
20 余项新品种与新技术。

（李炳旺 许春萍）

关帝庙电商扶贫显成效

本报讯 “前些年，我靠养殖
蛋鸡、 孵化小鸡有了一些收入，脱
贫攻坚战工作开展以来，通过参加
镇里举办的农村电商培训，在网上
销售自己的产品，真没想到越卖越
火，平均每天销售五六千枚，每年
纯收入达到十多万元。”日前，砀山
县关帝庙镇大华楼村农民华文功
高兴地对笔者说。 近年来，关帝庙
镇把推进农村电商示范建设、培
育一批在农产品上行、 电商扶贫
等领域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电商
服务网点， 作为扶贫攻坚的一项
重要内容，通过宣传政策、搞好培
训，推进农村电商发展，促进农民
增收。 小华楼村农民樊敏利用互
联网把自家精心制做的“樊三姐”
牌黄桃罐头和梨膏糖放在网上销
售，产品供不应求。 去年以来，该
镇农民在网上销售各类农产品达
2100多万元。 （周效义）

百善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本报讯 元月初以来， 濉溪
县百善镇郭屯村境内的戚家沟、
翟庄西湖的农田里 ，8 台大型挖
掘机在疏浚大中小沟， 实施农田
水利“最后一公里”项目。 百善镇
是闻名省内外的小麦良种繁育基
地。郭屯村有 15600 亩农田，镇政
府为该村争取了 2020 年度农田
水利“最后一公里”项目。 这一项
目总投资 900 万元 ， 新打机井
167 眼：疏浚大中小沟 167 条；配
套桥涵 206 座。 鲁店、龙桥、龙沱
3 个农田水利设施较薄弱的村，
也在实施 3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这些农田经过平整连片，农
电配套，完善设施，将为稳定粮食
生产发挥积极作用。

（陈若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