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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雖然農業科技日漸發達，但當
前蔬菜種植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天吃飯。農場場長
吳紹欽介紹，「供港蔬菜各方面要求比一般蔬菜
種植要求高。」他說，在農藥使用上，供港蔬菜
有特殊的要求，一支低濃度的農藥單價是60元，
而普通農藥價格是30元。因此，在抗病蟲災害方
面，供港蔬菜很吃虧，很容易大面積遭遇蟲災。

「天氣不好，菜價高，產量低，利潤就少；天氣
好，產量高，但市場亦會有所反應，令菜價下
跌，所以，做供港蔬菜，並不容易。」
吳紹欽表示，希望政府除了政策扶持之外，對

供港蔬菜基地給予一定的資金補助。「若提供一
些基礎設施的建設經費，則會好很多，比如大棚
搭建費用等。」

種植風險大 農戶呼難做

香港文匯報訊 粵北田園綠色農場老闆何元修介
紹，根據專家預測，2013年春節前可能出現類似
2008年的冰害天氣，若真如此，蔬菜基地將面臨
更大的考驗。
在蔬菜基地中央，何元修指 一大片空地告訴

記者，這塊地之前播下了菜心種子，可10天過去
了，種子毫無發芽跡象。他說，正常天氣下，菜
種下地後，一個星期時間便會破土。根據目前的
情況，待這批種子發芽出土，仍需要5至7天時
間。這意味 ，這批菜心上市時間將退後。為減
少損失，擴大產量，何元修不得不臨時增加了大
棚種植面積。但這僅是救急措施，據記者了解，
田園綠色農場裡大部分面積已經播種，無法進行
大棚種植。

未必能趕在春節上市

春節將至，屆時供應情況如何？曲江東昇農場

場主吳紹欽介紹，近期，東昇農場已經播下了一
批菜種。不過，1月4日前後剛剛經歷了一場冰
雪，此後亦維持低溫，蔬菜生長周期必定延長。
而根據氣象部門的預測，春節前將出現冰凍天
氣，蔬菜上市時間可能再次退後，能否趕在春節
前供應，現在仍是未知數。吳紹欽預測，以目前
的趨勢，供港菜在春節的價格將有一波上漲行
情，港人很有可能吃上貴價菜。

據中新社10日電 低溫冰凍持續肆虐重慶，重慶高山
地區大量蔬菜被凍爛在田裡，其中不乏供應香港的蔬
菜。
海拔1,300米的重慶武隆縣雙河鄉木根村10日室外氣

溫零下3℃，村民黃興權望 自家的十幾畝白菜一籌莫
展。因元旦後持續降雪、霜凍，所有白菜都被凍成「冰
疙瘩」，化開後爛成一堆。

5,000畝蔬菜受災

「半月前白菜還沒成熟，所以沒有採摘，沒想到現在
全爛了。」黃興權嘆息。

武隆縣雙河鄉及其周圍鄉鎮的菜農均種植綠色、無污
染的「高山蔬菜」，大批蔬菜直供香港。雙河鄉負責人
稱，此次冰凍僅雙河鄉就有千餘畝蔬菜受災，損失約
500萬元人民幣。供港蔬菜因此受到影響。
在以「供港蔬菜基地」聞名的重慶黔江區，大片菜地

被積雪覆蓋，白菜、蘿蔔，撥開蔬菜表面的一層冰，就
會露出已經變色腐爛的菜身。
黔江區農業部門透露，截至10日，該區海拔1,000米

以上的白土鄉、水市鄉、五里鄉等地均現災情。初步統
計，當地約有5,000畝高山蔬菜受災。若冰凍持續，受
災面積或將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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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供港蔬菜零售價亦普遍增

加兩至三成，究竟漲價原因何在？

春節期間香港蔬菜供應有否保障？

日前，本報記者奔赴粵北韶關部分

重點供港蔬菜基地走訪發現，外界

普遍認為的供應商惡意提價，並非

菜價漲勢兇猛的直接原因。事實

上，自2012年秋季以來，連續的陰

雨低溫天氣，已令供港菜減產近五

成。另外，人工成本的上升，以及

油價上漲導致運輸成本增加，亦再

次推高了供港菜的成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韶關報道

重慶凍害 菜爛在田裡

記者來到東昇集團旗下曲江東昇農場，往年
連片長勢良好的蔬菜並不多見，該農場多

個菜地只見新翻的土壤。而在長有蔬菜的地塊，
各類葉菜長勢並不樂觀，菜畦間蔬菜稀疏，且遍
佈 枯黃的菜葉。零星的收割工人正在忙碌，而
更多的人則在施肥或清理菜地。農場場長吳紹欽
告訴記者，每年冬至過後，蔬菜長勢良好，只待
春節前採割。而2012年則蕭條很多，各類葉菜的
產量及品質均有大幅下降。

生長周期普遍延長

「每棵菜可採割部分明顯減少，枯葉增多。正
常年份，每個工人一小時可採50斤，2012年底至
今，每小時只有30斤。」吳紹欽說，以菜心為
例，以往每畝地的產量約為800斤，而2012年則不
超過500斤。談到原因，吳場長總結，去年秋收
後雨水多，令蔬菜難以吸收肥料，且容易腐爛；
加上元旦假後遭遇冰凍天氣，是蔬菜減產的最重
要原因。同時，受天氣影響，蔬菜生長周期普遍
延長，以往東昇農場每年可種植9季，而2012年
只種了6季。

全年供應量減半

產量縮水，加上收割季減少，令全年供應的蔬
菜減少近50%。吳紹欽介紹，往年東昇農場每日
輸往香港的葉菜在2至3噸，而2012年，只有1.5至
2噸。在交通環節，油價上漲同時推高運輸成
本，再加上在人工及肥料成本上揚的情況下，菜
農幾乎無錢可賺。
在韶關的田園綠色農場，記者發現，偌大的蔬

菜冷凍倉庫，只有少量存貨，而往年，幾乎全年
滿倉。老闆何元修介紹，正常情況下，他們的農
場年產量約為3,500噸，而2012年只有1,500噸。而
且，農場還遭遇了兩場意外。2012年4月，一場
冰雹，令全農場當季蔬菜絕收；而在6月，一次
水庫決堤，淹沒3,000畝菜地，亦幾乎絕收。
供應量減少，菜價自然上漲。吳場長告訴記

者，往年綜合人工、肥料及運輸等方面，每畝的
成本約為900元（人民幣，下同），而2012至今，
成本則上漲至每畝1,200元。而在銷售方面，蔬菜
價格並不是根據成本增加幅度相應上調。「我的
成本增加了3成，不等於蔬菜銷售價就上漲3
成。」他介紹，元旦之後，菜心的出廠價為每斤
2.7元，而往年同期為2.4元左右，漲幅約為13%。
上海青漲幅則較大，目前的出廠價是每斤1.5元，
而往年同期為0.9元，漲幅超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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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過去 種子未發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于永傑 安丘報道）

山東濰坊是內地的蔬菜基地之一，當地的安
丘市外貿食品有限責任公司（魯豐集團），是
內地首家供港蔬菜區域化種植基地，2007年
高峰時，該公司每周供港的蔬菜達600多噸
(年供應量約3萬噸)，涉及大薑、土豆、西紅
柿等多個品種。5年後，當記者再次來到山東
安丘時，這家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
業，每年的供港蔬菜總量，已下降到3,000噸
左右，不及高峰時的十分之一。保鮮蔬菜利
潤率低，企業不再有生產積極性，供港保鮮
蔬菜成為雞肋。

該公司副經理雲樹傑給記者算了一筆賬：
以生薑為例，他們賣給深圳南山批發市場的
利潤率只有1%。一噸生薑純利潤不到40元，
銷售一車皮（20噸）生薑純利只有800元。雲
樹傑稱，香港消費者買到的蔬菜之所以同產
地價格相差很大，主要是長途運輸、中間環
節等流通成本高昂。

人工成本高 港居民捱貴菜

今年安丘市外貿食品公司供港的三大根莖
蔬菜價格普遍都上漲了0.2至0.3元/公斤不
等，漲幅約10%。

魯豐集團第二農場負責人臧延春告訴記
者，蔬菜收穫時必須依靠大量人工，今年每
個勞力每天的人工費，已經由去年的80元上
漲到了100元、甚至120元。而農場成立之
初，這一價格只有16元。
即使如此，招工也變得越來越難。多年

前，來農場打工的多是周邊村莊的青壯年，
而近年來願意從事農業的青年越來越少，農
場的招工半徑越來越大，甚至出現女工。他
就預計明年人工成本還會提高。而這一系列
成本的上升，最終必將傳導到香港消費者手
中。

山東菜企供港 3萬噸變3千噸

供港蔬菜出廠價與廣州市場價對比
菜種 市場價（每斤） 出廠價（每斤）

菜心 4元 2.7元

上海青 3.5元 1.5元

茼蒿 5元 3.2元

豆苗 6元 1.8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黎嘉欣

■蔬菜產量減少，圖為工人正在包裝儲存。 敖敏輝 攝

■供港蔬菜基地裡正在育苗。 于永傑 攝

■魯豐第二農場負責人

臧延春預計，明年人工

成本還會提高。

于永傑 攝

■吳紹欽說，受低溫雨雪天氣影響，蔬菜長勢慢且

可採摘部分少。 敖敏輝攝
■工人正在收割菜心。 蔡友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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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綠色農場增加大棚育苗面積。敖敏輝攝

■內地多省天氣寒冷，不少蔬菜凍爛。 資料圖片

■何經理介紹，蔬菜基地長

勢不如往年。 敖敏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