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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竟

板栗的价格怎会有如此大的降幅

从最高每斤
8

元到最低每斤
0.8

元，

信阳板栗的价格何以会有如此大的降幅
呢？ 曾福安给出了他自己经过梳理得出
的原因。

曾福安是信阳市福安清真冷藏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 从事板栗生意
已有十余年时间。他告诉记者，信阳板栗
的价格这么多年来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
降幅， 一大因素就是受大环境的影响。

“信阳板栗曾经价格高是因为那时候板
栗种植还很少， 物以稀为贵， 板栗产量
小，价格就肯定会高。 ”曾福安说，“但是
后来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种植板栗，板
栗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信阳独有的特产，

这样我们就有了竞争对手， 而总体上板
栗的产量也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这种
情况下降价是肯定的， 这是市场规律自
身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 ”

如果说板栗总产量的提高导致了信
阳板栗价格下降，可以理解，那么和信阳
板栗同处在一个大环境中的河北、山东、

福建等地的板栗价格依然坚挺的现象就
值得我们深思了。 这就牵出了另一个问
题， 那就是信阳板栗自身品质的低下也
造成了价格的不断下滑。

曾在红火一时的信阳华栗饮品公司
任副总经理的曾繁俭说， 信阳板栗自身
品质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不易储存， 常温
下仅能存放三四天时间，再长就会生虫。

“不易储存，就意味着收获后就要立即出
手，那么问题就来了：收购商知道你要急
于出手，他们就会故意压低价格。栗农在
出售板栗的过程中， 价格完全受制于
人。 ”其次是信阳板栗口感不好，已经无
法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和河北、山东、福
建等地的板栗相比， 我们的板栗口感要
差，而且不宜糖炒。 ”曾繁俭说。

曾繁俭的说法， 得到了信阳市亿茂
源板栗贮存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
长韩国亮和河区林业局办公室主任刘
亚军的认同。

韩国亮告诉记者， 信阳板栗在储藏
上存在很大困难。不过，随着我市冷库的

增多， 板栗进冷库冷藏使得储藏难题得
到了缓解， 但是储藏成本又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

刘亚军说， 信阳板栗不仅在口感上
和外地板栗有差距， 而且在营养价值上
也存在距离。 “市场是调节价格的主要推
手， 现在我们的板栗在市场上不具备竞
争力，那价格肯定会下降。 ”

此外，河区林业局的丁四海认为，

信阳板栗价格近年来始终走低还有一个
原因，那就是深加工企业欠缺，产业链条
太短。 “本地没有深加工企业，内部消化
不了，完全走原果，卖原料，价格怎么也
不会涨上去。 ”丁四海说。

在采访中， 很多栗农和从事板栗行业
的商人都表示， 现在信阳的板栗已经进入一
个恶性循环，即：品质不好，价格走低，从而导
致栗农的积极性不高， 而栗树疏于管理，

品质不好，再次导致价格低。

刘亚军告诉记者， 信阳板栗价格除
了在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之外， 还存在
着忽高忽低的现象。 “栗农之间有一种说
法，板栗收成有‘大年’和‘小年’之说。

‘大年’，就是板栗产量高的年份；‘小年’

就是板栗产量比较低的年份。一般来说，

‘大年’ 时， 板栗的价格就会低，‘小年’

时，板栗的价格就会相应上涨一些。 ”刘
亚军说。

据了解，

2013

年，信阳板栗在收成上
属于“大年”，结果这一年的板栗价格非
常低，最低时每斤能低到

0.8

元。今年，信
阳板栗收成上属于“小年”，价格上虽然
较之辉煌时有很大差距， 但较之去年则
上涨了些许， 最高每斤可以卖到

2.6

元，

最低也在
2.4

元每斤。

“总之， 信阳板栗价格整体呈现下
滑，每年的价格还会出现波动，原因有多
种， 但最根本的还是市场需求在起主导
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提高科研水平，

改良品种， 延伸产业链条， 拓展市场需
求，满足消费者需要，那么信阳板栗重塑
辉煌还是有希望的。 ”曾福安如是说。

（明日请看《信阳栗农为何又爱又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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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这个时间，家
长赶集回来总会带两样东
西———月饼和板栗，说是中
秋节时送给我们的礼物。虽
然距离中秋节还有几天，提
前买回来的礼物还是没有
逃脱掉大人们口中所说的
“狗窝里藏不住剩馍” 的命
运，一不留心就被我们提前
消灭掉了。 然而，最早被消
灭掉的往往是那些煮熟后
带有红薯清香味儿的板栗，

因为那个时候的板栗还是
个稀罕物。 稀罕的信阳板
栗， 那时候的价格高得惊
人。而正是这些价格高得惊
人的板栗，曾经为信阳人带
来了巨大财富。

那些年

种一年板栗就能盖起小洋楼

沿着弯曲的山路，我们来到了河区东双河镇敖湾
村。 记忆中，山里人家，多半居住条件较为简陋，甚至有
些寒酸，房屋要么是由草木结构，要么就是有土坯或石
头砌成。 然而，一路走来，一栋栋二层小洋楼让我们心里
不禁有些疑惑。

在敖湾村原村主任李昌金门前的水泥地上，我们坐
了下来，谈及信阳板栗曾经的辉煌，立即勾起了李昌金
的兴趣。 “那个时候（

1994

年到
1996

年）的板栗，价格高
啊，一斤板栗能卖

6

元钱，甚至
8

元钱。 ”李昌金回忆道，

“那几年， 小户人家一年光收板栗就能有
1

万多元的收
入，大户人家则有三四万元的收入，收一季板栗挣的钱
就能盖起一幢两层小洋楼。 你看我们村里那些两层楼，

都是那时候卖板栗的钱盖的。 ”

原来
,

刚刚见到的小洋楼都是村民卖板栗挣来的呀，

我们心中的疑窦顿开。

现如今

种一年板栗还不如打工一个月

回忆完信阳板栗过去的辉煌，李昌金叹了一口气说
道：“这些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的板栗价格下降了
很多，不值钱了。 ”

据敖湾村现任村主任朱廷伟介绍，

2000

年之后，信
阳的板栗价格开始走下坡路，一年比一年低。 “价格再没
有

1996

年之前那么高了，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每斤
3

元
钱左右，

2013

年最低曾出现过每斤
0.8

元钱的现象。 ”朱
廷伟说，“现在种板栗已经挣不到钱了，种一年板栗还不
如一个劳力出去打工一个月挣的钱多。 ”

朱廷伟说，板栗价格大跌极大地打消了农民种板栗
的积极性， 如今敖湾村很多村民已经对山上的板栗停止管
理，不闻不问。 “有的是全部靠天收，管理不勤了，结多少收
多少；有的干脆不再过问，栗树结不结栗子也不管，有空
了就去打一打，没空的干脆放出话来，谁打是谁的。 ”

鸡公山李家寨的村民张传琴告诉记者，现在还在板
栗园里打理板栗树的村民几乎全部是“老弱病残”，稍微
有点能耐的，或者有点力气的都外出打工了。 “就拿我们
家来说，以前家庭的主要收入就是板栗，那时候价格高
啊，卖板栗的钱够开销的。 现在板栗价格低了，物价涨
了，种板栗的收入远远不能满足日常生活开销。 现在，我
家老头子也出去打些临工，挣的钱不比种板栗少。 ”

如今，老人和孩子成为种板栗、收板栗的主力军。 本报记者张方志摄

（上篇）

板栗价格为何忽高忽低
编者按：

又到金秋日，再闻板栗香，

曾经和“信阳毛尖”一样驰名的
信阳板栗又到了收获的季节。

板栗，在信阳人的记忆中，它曾
是个宝贝， 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以前，它让无数人发了家，

致了富。然而，伴随着时光的流
逝， 板栗曾经闪烁着的光芒慢
慢褪色，直至暗淡无光。 如今，

千家万户以板栗为经济支柱的
现象已经不再， 板栗逐渐沦为
很多农户家庭中可有可无的经
济来源。

那么曾经红极一时的信阳
板栗产业在经过时间的洗礼之
后， 如今的现状到底是个什么
样子？信阳板栗的价格、市场需
求、栗农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

带着这些问题， 本报记者深入
信阳板栗产区进行探访。 从今日
起，本报将连续刊发《板栗价格为
何忽高忽低》《信阳栗农为何又爱
又恨》《产业链条为何忽有忽无》三
篇深度剖析文章，以和广大读者
一起深入研究我市板栗产业发
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