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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民生

本报联合德州市城管执法局发出倡议

为环卫工提供“温暖歇脚点”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杨金涛 通

讯员 潘洪杰) 天气渐渐转冷，街道上，

辛勤的环卫工人们仍坚守在各自的岗位

上。16日，本报《今日德州》编辑部联合德

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共同发出“为环卫工

送温暖”倡议，呼吁广大爱心人士和单位，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为环卫工们送上一杯开

水、提供一个避寒处，为他们提供一个“温

暖歇脚点”。

每天从清晨5点30分到晚上8时30分，

环卫工人忙碌在城市中的大街小巷。他们

穿行在大街小巷、小区的各个角落，顶着寒

风，为城市“美容”。但他们收入都很低，肩
上还挑着家庭的重担，为一家人的生计忙

活奔波，甚至在寒冷的冬天里喝着凉水、吃

着凉干粮……

天冷了，哪有避风的地，哪里能喝杯热

水？站在寒风中的他们，有的自己从家带来

的热水早已凉透，要么口渴的时候就忍着，

回家再喝。就连工作中如果突遇恶劣天气，

他们也只能在风雨中坚持。

继本报于今年7月31日在全省发起的

“关爱环卫工共建歇脚点”活动，给夏日里

的环卫工人们带去一分“清凉”之后，16

日，本报《今日德州》编辑部联合德州市城

市管理执法局，在这个冬季共同发起“为环

卫工送温暖”倡议，呼吁广大爱心人士和单

位，关心你身边的环卫工，为他们送上杯开

水、提供一个可以暂时避风雪的地方。

一声问候，一个笑脸，一杯热水……也
许我们送去的，虽然只是一分微薄的心意，

但相信环卫工得到的，将是一分冬日里最

温馨的暖意。

凡有意参加这一公益活动的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个体工商户、市民，请拨打本报

热线电话2600000，提出您的建议和想法，

献出你的爱心，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环

卫工送一分“爱心”。

格相关链接

寒风中喝凉水

啃凉干粮

进入冬天，德州市区渐
渐变得寒冷。每天清晨，上班
路上，寒风刺骨，上班的人们
都紧裹冬衣，而此时，在路边
正在弯腰清扫马路的环卫工
人们正在紧张忙碌着。

“我们还是5点30分准时
到达自己的岗位上，6点半之
前，我们就打扫得差不多了。”

在天衢路上正在打扫路面的
45岁张女士笑着告诉记者。

“渴了怎么办？”张女士
笑着说，她专门从家里装的
热水，还做了个小棉被保温。

“我们这条路上有个54岁的
环卫工胡大姐，每天都喝凉
水啃口凉干粮。”张女士说
道。

“虽然是大冷天，我们这
么弯着腰工作两三个小时，

也就流汗了。渴了就忍着呗，

回家再喝。现在天冷了，从家

里带来的热水一会儿就凉
了。”16日上午8时许，德州市
湖滨中大道上的保洁员程女
士说。

“既然选择了环卫这一
行，就得认真干好。虽然刮风
下雨的时候，我们无处躲避，

不过看到道路洁净时，我们
很有成就感。”天衢路上的环
卫工人张女士说。

本报记者 杨金涛

囤菜大军拉高了蔬菜销量
中老年人受传统影响储备过冬蔬菜

本报11月16日讯(见习

记者 祁小敏 曹宏源)

进入冬季后，白菜开始
大量上市。近日，不少中老

年人为冬季囤菜忙碌了起

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采
购者多是受传统习惯影

响，一次性大量批发既可

省钱，又可避免少跑腿。

16日上午，记者在天

衢路上看到了骑三轮车载

满大白菜的王先生。“这是
刚从黑马农贸市场批发

的，6毛多钱一斤，我一下

买了50多斤。”

“进入11月以来，我这

里的白菜平均一天就能卖

出5000多斤。”黑马农贸市
场的孙老板说，“这些天前

来采购白菜的，除了城区

菜市场的商贩们，还有不
少市民买回家囤积储备，

不少人一买就是几十斤，

购买者多是老年人。”

记者从黑马农贸市场

信息中心了解到，10月份

大白菜销量为340万公斤。

随着市民囤白菜热情的高

涨，11月份销量也明显见
长，到15日，半个月的时间
就销售了226万公斤。工作

人员预计，11月份的白菜
市场销量肯定会超过10月

份。

据德城区蔬菜局副局

长仝伟介绍，今年德城区

大白菜共种植了5000多

亩，预计产量将在2万吨左

右，还有不少白菜陆续从

外地运入德州市场。

在冬天囤购白菜的大

军中，已很少见到年轻人

的身影。家住罗庄社区的

李女士是标准的“80后”，

她告诉记者，自己不会一

下子囤几十斤白菜，现在

冬季蔬菜多了，也不会光

吃白菜过冬，需要的话去

超市、市场买都很方便。

记者采访中发现，不
少囤白菜的中老年人多是

因为传统习惯。他们认为，

大量批发白菜可以省钱，

而且一次购买一冬季的，

就不用再去市场上买了。

应对蔬菜价格上涨

市民超市

“夜淘”便宜菜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王宗吉)

应对蔬菜价格上涨，不少精打细算的市
民选择在超市临下班前选购促销蔬菜，

吃上了便宜菜。

15日晚上8时许，记者在市区一家
超市内看到，不少市民正在选购促销的
蔬菜。“这些菜是白天没有卖出去的剩
菜。除了卖相不好，其他没什么大毛
病。”正在选菜的罗女士说，到了周末，

罗女士的先生会到批发市场上去大批
量买菜。平常都是利用晚上下班的时
间，到商场来淘菜。“这样能省不少钱。”

同在选购的市民贾女士说。

“晚上是商场营业的低峰期，人流
量与白天相比少很多。不过，最近晚上
来购物的人流量却增加了不少。”在一
家商场负责收银的李小姐说，她明显感
觉到晚上的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不少。

该商场负责蔬菜销售的王女士说，到了
晚上，很多被选剩的菜都会便宜处理
掉。“一般最少便宜四五毛钱，有的时候
能便宜一半还多。”王女士说，由于菜价
便宜不少，吸引了不少精打细算的中老
年人来选购。

乐陵小枣

贴上“身份证”

一公斤卖到120元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高倩倩

通讯员 刘凯) “120元一公斤还供不
应求，乐陵金丝小枣创造了奇迹！”近
日，为保障乐陵金丝小枣的品质，乐陵
市工商局给本土生产的优质乐陵小枣
贴上了原产地的商标。乐陵小枣有了

“身份证”，也卖出了好价钱。

随着乐陵金丝小枣的走红，众多外
地商贩把小枣运到乐陵冒充“金丝小
枣”销售，为了杜绝假冒伪劣小枣，乐陵
市对“金丝小枣”销售实行了“一品一
证”。给精选装箱的金丝小枣贴上特有
的原产地标签，除了标明“金丝小枣”注
册商标、查询网址之外，还有一个7位
数的编号，即防伪“身份证”，小枣的收
获时间、分量、施肥情况以及质量检测
结果，都可以通过编码查出来，确保了
金丝小枣的优良品质。卖出了一公斤
120元的价钱。

据了解，为把商标兴农做好，乐陵
市安排工商部门专门为“金丝小枣”注
册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乐陵金丝小枣
从此有了“贴身保镖”，成为德州市第一

件农产品原产地证明商标。

秒杀特价车

11月14日，德州市第二家上海大众
汽车4S店——— 德州驭达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举行开业周年庆，近150名车

主参加了抽奖和秒杀特价车活动，当

天销售汽车30余台，其中秒杀车1台。

据介绍，该公司开业一周年以来实现

新车销售 1 2 0 0余辆，维修保养车次

11000余次。 (乔玉玲 摄)

籽棉收购价6天跌了1 .10元/斤
棉农观望，有的棉企一天收不到一斤籽棉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徐乐静 通讯员 马俊

凯) 连日来，德州市棉价
像坐“过山车”一般，由疯狂

上涨变为急剧下跌。16日，

记者了解到，德州市皮棉价
格不到一周时间每吨下跌

了3500元，籽棉价格由7 .3

元/斤下跌到6.2元/斤。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

范围内棉花减产，由此推动

了棉价不断上涨。9月新棉

上市以来，棉价持续上涨，11

月10日籽棉收购价达到顶

峰，四级籽棉达到7.30元/斤

左右。另外，四级皮棉销售价
达32000元/吨左右，比9月初

上涨78%，比去年同期上涨
128%，屡创历史最高价位。

11日起至16日，棉价
连续几日大幅下滑。到目

前为止，四级籽棉收购价
降至6 .20元/斤左右，较11

月10日下跌了1 . 10元/

斤，跌幅15%左右。四级皮

棉价格降至每吨28500元

左右，下跌了3500元/吨，

跌幅11%左右。“这两天，

棉纱的价格每吨也跌了

800元左右。”德州市棉花

协会马俊凯副秘书长说。

据记者了解，近几日，

棉价大幅下跌的原因主要

是受纽约棉花期货及郑州

棉花期货价格连续大幅下
跌的影响。“前期棉价上涨

过快、过猛，加上部分游资

的炒作，棉价出现了虚高。”

马俊凯副秘书长告诉记者，

目前整个棉花收购市场几

乎处于停滞状态，棉农不愿

出售籽棉，一直观望棉价。

有的棉企一天仅收几百斤，

有的则一斤也收不到。

马俊凯副秘书长介绍

说，2004年初，棉价也是出

现了暴涨暴跌的局面，棉市

很不稳定。“按今年全国棉

花减少的情况来看，皮棉价

格在25000元/吨以下较为

合理，也就是说，目前的棉

价还是偏高，还有下降空

间。”马副秘书长预测说。

另外，他还提醒棉农

们，前期棉价持续大幅上

涨是非正常现象，棉价不

会无限制地疯狂上涨，棉

农应及时关注棉价走势，

消除惜售心理，适时销售，

以免造成经济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