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户倪华坤

欲与天公抢收成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老天爷还是那么不给力

。

听着外面的雨

声

，

40

岁的倪华坤说

：“

这样

1

天让我损失

1

万元

。 ”

这是

5

月

10

日的夜晚

8

点

，

中国北部边陲

的黑龙江农垦总局下属的延军农场

7

队

，

该队

距离俄罗斯只隔着一条黑龙江

。

像这样的时节

，

倪华坤基本上还在地里

，

他要一直工作到凌晨

，

休息

3

个小时后就要重新回到田地中

。

时间对倪华坤而言就是金钱

，

他开着那辆

原产美国的农业机械凯斯为其他农场职工平整

土地

，

一天的净利润就是

1

万元

，

按工作

20

小

时计算

，

一个小时就是

500

元

。

这辆农机的总价

要

60

多万元

，

其中倪华坤投资

30

万元

，

国家补

贴

20

多万元

，

延军农场补贴几万元

。

但是下午

5

点左右下起的雨越来越大

，

把

倪华坤从驾驶室赶进了家中

。

晚上的延军农场

颇冷

，

倪华坤穿着厚实的西装

，

头发偏分蓬松而

凌乱

，

终于听从老天的安排休息下来

，

尽管他并

不愿意

，

这样的雨还是下到

14

日上午才停

，

并

在

18

日后

，

又迎来降雨

。

去年雪下得猛

，

玉米盖在地里

，

土地也就无

法平整

，

他

60

多万元买的机器也没法下地

，“

少

收入

15

万

-20

万元

。 ”

从去年秋天到现在

，

天气

一直就没好过

。

不过倪华坤成功躲过了去年的灾难天气

。

去年

11

月份

，

在电视上看到北京遭遇雪灾

之后

，

他就连忙开始收割

，

等雪灾转移到黑龙

江

，

他已收割不少

，

在雪灾发生之后收割了剩余

部分

。

收获之后

，

他也没有等待粮价上涨

，

而是

选择直接出售

，

由于质量好

，

价格卖到

0.96

元

/

斤

。

开春之后

，

他又抓住机会

，

以

100

元

/

天的价

格雇人从土地中捡拾机械收割遗留的玉米

，

以

0.86

元

/

斤的价格出售

，

如今当地

140

元

/

天的价

格依然很难找到工人

。

倪华坤懂得响鼓用重锤的道理

。

别人一垧

地

（

一垧合

15

亩

）

投入

1

万元

，

他愿意投入

1.2

万元

。“

但是我的收益是别人的好几倍

。”

去年倪

华坤一垧地打下

12

吨玉米

，

为当地高产

，

一垧

地的净利润在

7000-9000

元

。

倪华坤能避免损失也有侥幸因素

，

因为承

包耕地是旱地

，

积水较少

，

利于机械耕作

。

但他

在时间点的判断上依然较准

。

农场职工没有抓紧机会收割并非仅仅由于

天气

，

而是因为去年玉米含水量高

，

收购商不积

极

，

职工出售也不积极

。

打下粮食无处堆放

，

也

无烘干设施

，

5

天不出售就可能捂坏

，

所以不少

农场职工宁可将玉米放在大自然中冷藏

，

等霜

冻时节收割便可一举两得

。

但是倪华坤并没有等待

。

他愿意抓住机会

及时变现

，

粮食丰产不一定必然丰收

，

放在田地

中充满未知数

，

只有收到口袋中才是自己的

。

去

年春节时不少农场职工还念叨田野里存了多少

钱

，

最终却发现这些钱不一定能取得出来

。

去年看到不少农场职工的玉米还在地中

，

倪华坤就在冬天投资购买了一台脱粒机

。

这是

一场冒险

，

因为寻常年份根本不需要脱粒机

。

但

目前农场脱粒需求大增

，

脱粒机每天为倪华坤

带来

2000

元的净利润

。

5

月

15

日

，

倪华坤的农

机无法下地

，

就在场院中为其他职工脱粒

。

但是

50%

的霉变粒让他看了也分外心疼

，

这样的玉

米卖不上价钱

，

只能卖到

0.50

元

/

斤左右

。

在延军农场各场队低矮的平房前

，

停着不

少威武靓丽的价值几十万元的农机

。

倪华坤愿

意投资农机

，“

我

5

年前就可以买轿车

，

但觉得

那玩意儿不产生收益

。”

倪华坤认定土地增产要

靠种子和农机

。

倪华坤赚的钱都用在农机购买

上

，

随着投资越来越大

，

贷款也越来越多

。

农机

也为倪华坤带来收益

，

他还承租了价格达

170

万元的农药机械

。

正是有不少像倪华坤这样的经营者

，

才

使得北大荒成为中国耕作现代化程度最高的

区域

。

但是

，

倪华坤的才能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抑

制

。

10

年前他还是承包

90

垧地的大户

，

那时国

家没有种地补贴

，

农产品价格也没涨起来

，

一垧

地赚

1000

元钱就是经营得当

，

但是当种地日益

赚钱

，

农场职工争相包地

，

他去年只承包到

20

垧

。

今年同样如此

，

尽管有些职工损失惨重

，

但

并没有放弃土地

。

在天灾的阴霾下

，

农户和职工

们依然相信耕作有利可图

。

“

我们也在研究

，

土地怎么流入到这些种植

能手手中

。”

延军农场农业科科长王红心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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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天气延缓播种时间 玉米今年偏紧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5

月中旬是玉米发芽成长的季节， 但在黑

龙江东北部区域， 部分去年本应该收获的玉米

却还在田地中，秋收和春种合二为一了。

去年

8

月份持续至今的坏天气， 不仅使东

北玉米整体质量下降，还耽误了今年的春播。尽

管权威部门公布今年玉米种植面积增加， 但东

北地区种植面积依然具有不确定性。 而中国国

家粮油信息中心

(CNGOIC)

则预计，

2013-2014

年度国内的玉米供应处紧平衡状态。

秋收困境

黑龙江鹤岗市萝北县境内的乡间公路上不

时出现一堆堆玉米，有些玉米已经变质。

田野中显得比较杂乱，有些人还在掰玉米，

玉米或是一堆堆放在地里， 或是装在一排排竖

立着的

PVC

袋子里。 由于地多人少，基本难见

人影。

5

月

9

日，在延军农场

17

连

3

号地，证券

时报记者觅得一户正在收割的农场职工， 这家

人告诉记者，今年“头都懵了”，不知如何是好。

一垧地（

15

亩）的投入大约为

1

万元，产量不到

6

吨，只能卖

9600

元。 延军农场位于萝北县北

部，土地肥沃，是

1958

年开始开垦的北大荒的

一部分。

由于他只种了

9

垧地，而且没有倒伏，所以

损失相比而言还算较少的， 不过外雇人工比较

贵，要靠自家人力。据了解，当地从哈尔滨、吉林

等地拉来不少季节工。 但由于人力需求量比较

大，雇人收玉米的成本达

140

元

/

天，即使如此

也比不上水稻插秧的工钱， 插秧一天可以赚超

过

300

元。

农场职工的损失并不算大， 当地有些倒伏

而且地处低洼地带的玉米， 由于不能及时收割

而泡在水中并产生质变，只能卖给酒精厂，价格

只有

0.4

元

/

斤。

往年收割机收割后地里剩下的玉米不到总

产量的

5%

，但今年由于倒伏，玉米掉在地里占

总产量的

3-7

成。 往年一垧地的收割成本是

700

多元，今年人力成本则超过

1700

元，有些

职工算一下账， 干脆不要那些倒在地里的变质

玉米了。

因为玉米质量问题， 往年收购积极的经销

商收购意愿不强，社会库存量创近年来新低。为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国家粮食局决定敞开收

购。 国家粮食局

5

月

6

日通知称，由于

2012

年

东北地区玉米收获期推迟， 秋粮上市以来雨雪

频繁，玉米水分普遍偏高，市场需求不旺和近期

出现的禽流感疫情等因素影响， 目前农民手中

仍有部分玉米待售，国家将

2012

年临时存储玉

米收购的截止期由

2013

年

4

月

30

日延长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由于景况特殊， 今年萝岗出台了两个往年

所没有的政策：允许玉米放在公路上晾晒，不允

许非户主到田地里捡拾玉米。

极端天气

这是极端天气导致的现象。 延军农场所在

的鹤岗市萝北县农业局副局长吴知军称， 这种

天气在当地是

50

年一遇。而延军农场农业科科

长王红心则称是

60

年一遇。证券时报记者见到

他们时， 他们都身穿迷彩服， 刚从田间地头回

来。 王红心介绍，延军农场是“一场分三季”，分

为南西北三个气候带，平原、丘陵和山地各有不

同，西部是典型的山地小气候，降雨量格外多。

“布拉万”台风去年

8

月

28

日夜间袭东北

三省，吉林、黑龙江、辽宁

3

省农作物受灾

2798

万亩，黑龙江倒伏农作物面积约

500

万亩。随后

开始不断下雨，

10

月

15

日玉米成熟本可以收

割，但无奈降雨量太大农机无法进地，要等待土

地冻结。但是

11

月

11

日晚上

7

点

45

分下起大

雪，这场雪让冻土层迟迟无法形成，农机进地依

然困难。去年在内蒙古的赤峰，记者也见到这种

情况，玉米还没收就被大雪拍在地里。

即使如此，玉米在地中也不会坏去，开春之

后依然可以收割。但由于积雪太厚，导致冻土层

太薄。 往年当地冻土层有近

1.7-1.8

米厚，去年

只有

0.4-0.5

米厚。 留给春天收割的时间窗口

并不长。今年

4

月

1

到

9

日是收割的黄金时节，

但随着积雪融化农机又无法进地， 留给农场职

工的时间太短了。

为了能收割倒下的玉米， 农场想了很多办

法，大型收割机械上焊接铁质转轮，被称为扶倒

器，作用是将玉米扶起来。一台扶倒器的成本是

2000

多元，当地农场补贴

1000

元。 收获上来的

玉米里一半是雪，需用清选机清选。

农场机关干部下乡包片， 延军农场所在的

鹤岗市萝北县机关干部去年下乡帮助收割庄

稼，并成立

8

个服务督导组。当地经济以农业为

主，

GDP

的大部分要靠农业创造， 所以农业对

当地显得特别重要。

如果没有台风，玉米就不会倒伏，如果没有

大雪， 机器收割就没有困难， 如果没有持续降

水，今年的土地就不会这么湿。这些天气如果单

独出现，都不会产生威胁，但聚合一起就导致构

成秋收春播困境。

但是也有一些农业人士认为不应该仅仅把

责任推给天气。

今年

3

月份， 资深种业人士刘石沿着黑龙

江偏远地区走了一遍， 他认为农民种玉米的遭

遇并非单纯由于天气， 政府在鼓励种植玉米的

同时，应该提供后勤服务设施。

延军农场

7

队的倪华坤认为， 当地缺少烘

干设施和仓储，在大力推广玉米种植同时，配套

设施并没有同步跟上， 场院还是多年前为适应

大豆种植而建， 大豆的产量只有玉米的四分之

一左右。

记者在场院看到一些堆积的玉米， 已经有

些变质。

为了让职工有资金种地， 今年农场协商金

融单位扩大贷款额度，往年一垧地贷款

3000

元

的职工，今年普遍贷款

5000-6000

元，部分甚

至超过

8000

元。

“我们这行有个说法，如果农民赚不到钱，

大家就都赚不到钱。”萝北当地王姓种子经销商

表示，由于当地经济主要靠农业支撑，农民也是

消费主力，饭店生意也受到影响，往年此时农户

为赶时间，会到他的饭店吃饭，今年却都是自己

回家做饭。

种植面积可能减少

去年以来的坏天气并未结束。

今年冰雪融化之后，又遇到持续低温，造成

低洼地带积水无法排出和蒸发。 即使没有

5

月

10

日开始下的雨，当地低洼地带也无法进入农

业机械。 而在

5

月

10

日一场大雨后，不少农田

可见明水。 如果是坡地，农机

5-7

天之后可以

进地，如果是洼地，则需要半个月以上的时间。

在一些低洼土地上可以看到已收割过的地

方留下半米宽的车辙，深深印在土地中，这可能

会破坏土壤结构，让播种无法进行。

为了说明农机不能贸然进地， 当地干部讲

了一个案例：曾有高层视察农耕情况，当地组织

演示了耕地场面，但最后反被农户告状，因为农

户的土地被破坏了。

“降雨量达到

70

毫米。”通过遍布在农场的

6

个观测点， 延军农场农业科科长王红心可以

随时了解数据， 他习惯性地低头查看短信上的

天气情况，从

5

月

10

号

5

点开始的降雨天气和

降雨量，对他而言都不是好消息。坏消息还不止

此：

18

日又下起雨来， 天气预报

24

日、

27

日还

有降雨。

王红心对天气数据了如指掌， 而降雨量是

一个相当重要的数据。 这场雨的降雨量显得太

多了，对农业生产而言是雪上加霜。

民谚有语“过了芒种，不可强种”，而

6

月

6

日就是芒种。如果错过种植时节，农作物产量可

能会受到影响。最近这几场雨让播种推迟，特别

是对那些玉米还在地中的农户。

王红心将“错过农时就是灾”挂在嘴边。 虽

然早早购入玉米种子， 王红心对于何时播种还

是有些举棋不定，深怕错过最佳时期。 其实按

照黑龙江省的规定这个最佳时间已错过了。 黑

龙江省要求

5

月

15

日完成玉米播种，

5

月

20

日完成大豆播种，

5

月

25

日完成水稻播种。

农机进地到播种完成还需要至少半个月周

期，而当地玉米只能种早熟品种，其最佳播种时

间为

5

月

15

日， 耕种应该最迟在

6

月初完成。

王红心现在准备的方案有浸种催芽法， 该办法

可以减少玉米播种后的发芽时间， 使得播种推

迟

5-7

天时间亦可。

如果等到

6

月份才能播种， 就有可能赶不

上收割期，王红心就得考虑种植黄豆、芸豆、红

小豆等其他农作物了。

黄豆的种植效益和玉米相比相差甚远。 一

垧地（

15

亩）黄豆的利润只有

2000

多元，玉米

为

5000

元左右，而水稻的收益可以达到

1.2

万

多元。 这就是近年来当地黄豆种植面积不断缩

小、玉米和水稻的面积越来越多的原因。延军农

场

22

万亩土地中

18

万亩种植玉米， 鹤岗市萝

北县也有一半的土地种植玉米，另有

36%

改为

水田。

在经济效益驱动下， 即使最佳播种时期已

经错过，当地农户还对种植玉米抱有希望。

尽管农业部调研显示， 玉米种植面积将在

去年

3460

万公顷基础上增长

42.21

万公顷。 根

据黑龙江省农情办统计，截至

17

日，全省玉米

播种面积已达到

10143

万亩， 首次实现过亿目

标，比去年同期增加

254

万亩。但业内人士并不

认同该数据。

中国玉米网总裁冯利臣表示， 根据他们的

调研， 第四五积温带的玉米种植面积今年肯定

会减少，而且由于大豆改种玉米已持续多年，东

北地区玉米种植面积增量主要靠第四五积温带

贡献，如果第四五积温带种植面积减少，则肯定

减少。 例如吉林省有

8000

多万亩耕地，玉米就

有

5900

多万亩。

资深种业人士刘石表示， 第四五积温带的

玉米种植面积可能减少， 因为有不少农户在退

种子。据了解，四五积温带分布在嫩江、牡丹江、

鹤岗、嫩江、佳木斯、绥芬河等地。

上市推迟

与种植面积相比， 中国玉米网总裁冯利臣

更看重种植推迟所带来的风险。 据了解东北地

区往年的播种时间多在“谷雨”至“五一”这一段

时间，目前辽宁省将较常年推迟

7

—

10

天，吉林

省推迟约

10

天，黑龙江省推迟

15

天。

冯利臣表示，在同一积温区，晚熟品种比早

熟品种的产量更高， 所以这么多年当地农民都

习惯种晚熟品种。 据了解，中晚熟品种每公顷

产量在

8

吨至

10

吨之间，而早熟品种每公顷产

量仅为

7.3

吨至

8

吨，两者产量相差

20%

左右。

往年霜期滞后，晚熟品种收益更高，今年晚

熟品种播种期推迟， 对生长期光照的要求就更

高，如果风调雨顺产量还有保证，如果霜期提前

来临则必定减产。 近年来

9

月上旬东北地区中

北部早霜冻天气时有发生。

此外冯利臣认为冬天降雨量大而寒冷，夏

天则可能干旱而炎热，东北玉米是靠天吃饭，无

法抵御干旱，而在干旱情况下，去年爆发的粘虫

病有可能重新爆发。

玉米上市时间则是另一重风险， 冯利臣

认为，今年玉米播种推后，新玉米上市时间推

迟， 如果去年玉米库存不能支撑到新玉米上

市，有可能引起供应紧缺而价格不稳，国家应

提前防范。

黑龙江省玉米种植面积能够不断增加，得

益于人力也得益于天意。 近年来黑龙江省引入

不少玉米优质良种，生长期缩短，可以适应当地

气候，包括水稻也是如此。

气候变化则是一只无形之手：数据显示，最

近

50

年间， 东北地区平均每

10

年温度上升

0.38℃

。 晚熟玉米种植北界已由上世纪

60

年代

的辽宁向北推移到目前的黑龙江西南部， 而且

近

50

年来东北地区初霜冻总体呈偏晚趋势，这

就使得玉米可生产期延长。

东北地区今年出现的低温天气， 对玉米产

量而言是一种挑战， 而东北三省玉米产量占中

国玉米总产量的

41%

。 其中黑龙江玉米产量又

占东北地区超过一半。

2011

年黑龙江省超过河南成为我国粮食

产量最大的省份，玉米种植居功至伟，我国粮

食产量连年增长，也主要是因为玉米种植面积

不断扩大，在所有粮食品种中，玉米已是我国

最大的粮食品种，在我国粮食安全中占有重要

地位。

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称，

2013-2014

年

度中国的玉米进口量可能大幅增长

85%

， 因为

国内玉米播种耽搁，而需求旺盛。 近年来玉米

产量逐年递增，但需求增速同样很快，我国玉米

供应处紧平衡状态， 有农业人士担忧玉米和大

豆一样大量靠进口。

去年 8 月份持续至今的坏天气， 不仅使东北玉米

整体质量下降，还耽误了今年的春播。尽管权威部门公

布今年玉米种植面积增加， 但东北地区种植面积依然

具有不确定性。 同时，今年新玉米上市时间如果推迟，

可能引起供应紧缺导致价格不稳。

资料来源：红塔期货 张常春/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