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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价暖量升

农民忙春耕

“立春节气过后，虽然按农历来算还没有

出正月，大家还沉浸在欢度春节的喜庆中，但

广大农民已经开始积极筹集资金购买农资

了。 ”河南省泌阳县泰山镇农资经销商赵振东

告诉记者， 春节前当地出现了一场持续时间

长达

3

天的降雨， 为春耕的顺利进行创造了

条件。重要的是，当地玉米、花生、小麦市场收

购价格稳中有升， 为农民出售余粮提供了方

便条件。

眼下，穿梭在中原大地，尽管春寒料峭，

但田间地头已是一派繁忙景象， 春耕的序幕

已悄然拉开。 放眼望去，冬小麦正在温暖的阳

光下分蘖“起身”，农民计划种植春玉米、春花

生的肥沃田地已翻耕完毕。 同时，农民还忙着

选购优质玉米和花生种子、 化肥及必要的农

机具。

记者与部分农民攀谈时了解到， 玉米等

大宗粮油价格自

2024

年

11

月开始呈现小幅

上涨态势， 如今已回升到了

2180

元

/

吨左

右，加上天气较为晴好，玉米市场下游需求增

加，农民库存的玉米、小麦、花生等农产品不

愁卖。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以豆粕为主的饲料

原料价格在春节假期期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

上行， 为玉米未来价格的运行提供了想象空

间， 提振了农民新季扩大种植大宗粮食作物

面积的积极性。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盈峰粮食贸易有限

公司总经理柴印峰告诉记者，“一年之计在于

春”，伴随着玉米、大豆价格的不断回升，东北

地区农民的心思变得“活泛”了，纷纷提前筹划

开春后玉米、大豆的备播。 部分农民一方面积

极出售地趴粮、栈子粮；另一方面积极选购农

膜、化肥等农资，主动为春耕做好充分准备。广

大农民均抱有绝不耽误农时的念头，将为新一

年玉米等大宗农产品丰收打下扎实基础。

“从玉米市场供求格局发展态势分析，在

进口玉米、小麦、大麦、高粱数量持续下滑的

情况下，再加上国产小麦替代优势的丧失，国

内玉米市场供求格局逐渐趋紧。 如果考虑到

未来豆粕等农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上调， 那么

当前玉米市场价暖量升的态势将长时间得到

维持。”柴印峰说，现阶段东北地区农民、小粮

商等手中的余粮数量可观， 大型粮库库存充

足， 但玉米市场下游需求大户———深加工和

饲料养殖企业库存略有不足， 这些产业企业

长时间维持低库存及以销定购的经营策略将

令其存在补库需求。

浙江省杭州市玉米期现货结合套利交易

者老陈表示， 当前从东北港口装船把玉米运

往南方销区已可以实现顺价销售了， 国产玉

米正在不断收回以往被进口玉米及替代品所

挤占的市场份额， 预计未来南方主销区的采

购需求强劲增长。

“

2

月

5

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对进

一步做好玉米收购工作作出了安排。 ”河南省

诚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华松告诉记

者，春节过后，农民陆续恢复售粮，玉米收购

仍处于关键期。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印发

通知，要求相关地方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坚

持问题导向，细化工作举措，切实强化玉米收

购工作的统筹组织，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

市场平稳运行。 要开拓思路、创新方式，深化

产销合作，加强农企对接，多措并举调动各类

企业收储建库积极性，增强市场购销活力。 要

加强市场监测和形势研判， 适时通报收购进

度、价格等信息，帮助各类市场主体合理安排

购销活动。 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科学储

粮技术指导，视情优化收购安排，满足农民售

粮需要。 在此之前，相关机构已出台了多项措

施与政策来稳定玉米价格， 预计国内玉米价

格的“政策底”较为牢固。 （石如宽）

春耕春播正当时

看庄镇马铃薯种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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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春耕即将开启，化

肥作为农资的关键组成部分，供应

保障至关重要。 春节假期，化肥上

市公司“不打烊”， 加大化肥、种

子、农药、农膜等储备供应，筑牢春

耕备耕根基，以行动守护农业丰收

与粮食安全。

正月初六，来到位于湖北省荆

门市东宝区的新洋丰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以 下 简 称“新 洋

丰”），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热火朝天

的繁忙景象。在这里，生产不停歇，

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保供稳价

助力春耕备耕， 确保

2025

年首季

“开门红”。

春节假期期间，在湖北凯龙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湖北

凯龙楚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凯龙楚兴”）的铵酸车间中控

室，工作人员全神贯注地紧盯眼前

巨大的数字大屏，实时监控生产工

艺指标。 厂区内机器轰鸣声交织，

各生产设备 火 力 全 开 ， 正 满 负

荷运转。

据凯龙楚兴相关负责人介绍，

春节假期期间，凯龙楚兴共有

500

多人坚守岗位， 将为企业增产

1.2

万余吨硝酸铵、 复合肥等产品，产

值达到

4000

余万元， 为

2025

年

公司生产经营再创新高打下坚实

基础。

假期期间，在湖北富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富邦科

技”） 位于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的

生产基地，记者一走进农化生产车

间，便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火热生产

氛围。多功能包裹剂、造粒改良剂、

浮选剂、化肥防结剂等多条生产线

火力全开。

“为确保春节期间订单能够

顺利交付 ， 公司近百位员工毅然

放弃休假 ， 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上。 凭借着全体员工的不懈努

力， 截至目前， 所有订单产品均

已按时、 保质保量地送达客户现

场。 ”富邦科技董事长、总经理王

仁宗表示。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农文旅

产业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帅

表示，多家化肥上市公司春节期间

“不打烊”，不仅能稳固企业市场份

额， 还能保障农业生产农资供应、

稳定价格、促进农业现代化，更能

带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增加就业

岗位。

在农业生产领域，化肥的供应

与价格始终备受关注。“目前来说

复合肥价格比较平稳，我们从去年

四季度就开始备货， 各个生产基地

以及经销商仓储备货充足。 ”新洋丰

相关负责人透露。

“随着农业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

推进，以及政策层面的积极引导，化

肥 控 量 增 效 渐 成 新 趋 势 。 ” 袁 帅

表 示。

北京艾文智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首席投资官曹辙表示， 为响应控

量增效相关政策， 肥料企业纷纷加

大在新型肥料研发上的投入， 促使

更多资源向新型肥料技术研发倾

斜，推动新型肥料技术不断进步。

凯龙楚兴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在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方面成

果显著， 将推动产品结构调整和功

能升级， 使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

争力和较长的生命周期， 实现肥料

绿色、高效和环境友好。

新洋丰上述负责人表示，控肥增

效促使传统肥料企业更加精细化生

产。“新的一年，新洋丰将继续秉持

‘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战略理念，

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新

型肥料产品的推出， 将满足现代农

业对高效 、专用 、环保 、功能化肥料

的需求。 ”新洋丰党委行政办公室副

主任夏远鸣表示。

（李万晨曦）

2

月

3

日，立春，春耕春播的

序幕悄然拉开。在山东省邹城市看

庄镇，

3.5

万亩的春马铃薯迎来了

播种的关键时刻。

在看庄镇李楼村春马铃薯种

植现场，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忙着

翻犁、起垄、播种、施肥、覆膜。“马

铃薯种要放在窝的正中间，地膜要

盖严实才能保住潮气……”在李楼

村马铃薯种植基地，该村党支部书

记李兴才一边指导工人栽种，一边

给大伙儿发瓶装热水。

“今年合作社将种植

4000

余

亩马铃薯，为了不误农时，我们从

年前就开始动工了。 ” 李兴才说，

春耕播种期间， 该村用工在

1000

人次左右。

邹城市看庄镇素有“土豆之

乡” 的美誉， 这儿的土壤疏松 、水

质优良，为土豆种植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 最近几年，为了延长土

豆的采收时间，提早上市来增加农

民收益，看庄镇采用了三膜法种植

土豆。

“三膜分别是一层地膜，一层大

的拱棚膜， 拱棚里还有一层小的拱

棚膜，这样有了三层膜，即使是早春

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 夜里土豆也

不会被冻透，可以正常生长。 ”李兴

才说， 这种多膜覆盖的方式不仅可

以有效解决土豆早春的冻害问题 ，

土豆能够早播种、早上市，还能为复

种提供充足的时间， 大幅度提高了

土豆单位面积产值， 促进土地资源

最大化利用。

“三膜土豆大约在

4

月中下旬就

能上市，刚上市时亩产约为

5000

到

6000

斤 ， 价格可以卖到

2

块多一

斤， 一亩地多的时候能赚一万元左

右，种植户都很高兴。 ”李兴才说。

在这早春土豆播种的关键时期 ，为

了确保播种效果， 邹城市积极组织

农技人员和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

为种植户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

“我们农技人员包保到村，现场

指导农户机械作业，现场解决问题，

确保春播工作的顺利推进。 ”邹城市

看庄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王

刚介绍。

“按照农技人员指导的种植管理

模式，一亩地能产

7000

斤左右的土

豆。 ”李楼村土豆种植户李继龙笑着

说，他今年种植了

22

亩土豆，预计

正常年景下，能收入

20

万元左右。

据了解，和往年有所不同，当地一些

农户开始采用马铃薯种植机进行播

种，不仅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还显

著降低了成本。据王刚介绍，机械一

天能种植

50

多亩马铃薯，而以往人

工种植的成本高达

300

多元一亩 。

现在，通过机械化操作，每亩的成本

仅需

50

到

60

元， 相较于传统的人

工耕作方式 ， 成本节省了五六倍

之多。

近年来， 邹城市多措并举持续

做大特色土豆产业， 除推广三膜种

植技术外， 还稳步推进土豆生产全

程机械化， 目前看庄镇拥有小型土

豆种植收获机械

3000

多台。

看庄土豆于

2009

年通过了国

家绿色食品认证，于

2013

年注册了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23

年通

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小土

豆”已成长为“大品牌”，成为当地村

民增收致富的“金豆子”。 看庄全镇

共有

30

个自然村种植土豆，从业人

数达

1.8

万余人，常年栽培面积

3.5

万亩，年生产土豆

11.2

万吨。

（张超 张逸通 黄齐 袁新冉）

化肥上市公司春节“不打烊”

全力以赴助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