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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 5月 11日讯(记者 路冉冉 见习
记者 邵艺谋 王世腾) 以后无论菜贵、菜贱，
菜农们的心里都不会那么慌慌了。11 日，由本报
组织策划的农企对接产销合作协议签订与农企
对接蔬菜供给基地挂牌仪式在范镇唐北 村举
行。

11 日上午 10 点钟，范镇唐北 村村委大院
里热闹非凡，唐北 村的相关负责人以及菜农
代表早早等候在村委会议室里。不久，东方假日
酒店总经理助理高玉洁、泰山驴油火烧传承人
李鹏等企业负责人先后赶到。10 时 30 分，蔬菜
农企对接产销合作协议签订仪式正式开始。“我
们唐北 村一年四季从来不缺菜，只是怕卖不
出去，从今往后，像西红柿、黄瓜、茄子、白菜、
葱、姜、蒜和莴苣这样的蔬菜，只要企业需要，我
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提供最新鲜的。”唐
北 村党支部书记韩树军说。村主任李刚表示，
自从唐北 村蔬菜种植规模形成以来，村委就
不断尝试对菜农进行销售指导，但是在大的市
场环境下，他们仍无法完全掌握市场行情。挂牌
后，各个企业能及时为菜农提供市场信息，这样
菜农就能适时掌握种植品种和面积，紧跟市场
行情。

签约仪式后，企业代表和合作社负责人举
行了农企对接蔬菜供给基地挂牌，企业代表和
菜农代表还进行了座谈，就日后合作方式等有
关问题畅所欲言。

企业向范镇唐北 村菜农伸出“橄榄枝”

农企对接蔬菜供给基地挂牌

11 日上午，在东方假日酒店、泰山驴
油火烧分别与范镇唐北果蔬专业合作
社、范镇唐北富民合作社签订协议后，两
家企业负责人又与在场的合作社代表、
菜农面对面进行了座谈。尽管座谈时间
不到半个小时，但是碰撞出的点子却让
菜农和企业都称“有收获”。

信息不对称 菜农盲目种植
“今年的蔬菜价格刚开始就不行，前

段时间我们种的菠菜都卖不出去，连本
都收不回来，全部耕在地里当肥料了。虽
然现在的菜价稍微有些回升，但是比起
去年还是低了很多。”菜农韩树海说。据
现场菜农反映，对于今年与去年菜价差
距如此之大，他们完全摸不着头脑。

刘照静介绍，每年商贩来收菜前，菜
农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种的菜能卖多少
钱。商贩来收购时，他们贵贱都要卖，然
后腾出地来种植其他的蔬菜。“市场上的
需求信息我们根本无从掌握，每年种什
么，我们都参考今年蔬菜的价格，价格高
我们下一年就多种。”以菜农王兴忠家为

例，去年家里的两分人口地种的大葱，收
获的季节，大葱每斤是 6 毛钱，但是同时
期的大蒜却卖到三四块钱，后来更是卖
到五六块钱。看到别的菜农去年卖大蒜
赚了很多钱，今年的两分多地，王兴忠全
部改种大蒜了。

交谈中记者了解到，不仅菜农对蔬
菜市场行情了解有限，作为用菜企业掌
握的信息也有限。“我们以前都不知道这
里有红心白菜，要是早知道的话，我们都
可以针对红心白菜开发新菜品。”东方假
日酒店总经理助理高玉洁说。

合作社需要多找“婆家”
“为了能帮助菜农卖菜，及时了解市

场信息，我们村在 2008 年成立了范镇唐
北富民合作社，2009 年成立了范镇唐北
果蔬专业合作社。”范镇唐北 村村主任
李刚说，两个合作社成立几年来，一直在
寻找合适的销路。

“合作社虽然成立了，但并没有和企
业、超市进行对接，我们的菜还是不能直
接卖到企业超市里。”李刚介绍，两个合

作社自成立以来，只是在蔬菜收获的季
节帮助前来采购的蔬菜商贩收菜，市场
信息根本无法在种菜前提供给菜农，菜
农种菜很盲目。两个专门的蔬菜合作社，
目前还仅是起了一个中介的作用，市场
信息还缺少来源，菜贱伤农的情况一两
年就会发生一次，合作社有时也束手无
策。

需要什么就种什么
企业和菜农座谈会上撞出金点子
本报记者 路冉冉 见习记者 王世腾 邵艺谋

与范镇唐北果蔬专业合作社、范镇唐北富民合作社
签约后，东方假日酒店和泰山驴油火烧负责人又考虑起
下一步的具体合作方式来。

东方假日酒店高玉洁：

给菜农留下邮箱及时了解菜价

看着与合作社签订的产销合作协议，东方假日酒店
总经理助理高玉洁不停地与身边的酒店工作人员耳语。
记者凑近听到，原来高玉洁担心来了一趟，还有向菜农交
代不全的地方。

“我们签了协议，建立了蔬菜供给基地，如何保证以
后的信息畅通呢？”高玉洁询问菜农。“打电话吧，高经理
你把电话留下。”范镇唐北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董树新
说。随即，高玉洁将个人电话与酒店电话写在了协议上。
沉思了一会后，高玉洁又把协议拿了过来。“我把邮箱也
写上，你们每隔两三天就往这个邮箱发蔬菜的价格。这
样，酒店就可以根据市场行情，优先到咱村里来收购蔬

菜。虽然每次量不会很大，但是可以让周围的企业也能及
时了解，让菜农种的菜能及时卖出去。”

拿到邮箱后，记者看到，十几位菜农争相抄了下来。

泰山驴油火烧传承人李鹏：

老家的事就是我的事

签约仪式开始前，记者注意到泰山驴油火烧传承人
李鹏与到场的村民热情地聊天。看到记者疑惑，他笑着
说：“我就是这个村的。”

在唐北 村村主任李刚介绍菜农今年遇到的情况时，
记者看到李鹏的表情特别严肃。“离开老家很多年了，虽然时
刻关注家乡，但没想到今年菜农遇到了这种情况。这是我的
老家，爱心认购本身就是我的事。签订协议其实是一种形式，
只要老家有需要，我会义不容辞。”李鹏说，他现在还经营着
一个食堂，今后将定期从家乡拉菜。“范镇的菜绝对是无公
害的，一会我就到地里拉上一车蒜薹。”李鹏笑着说。

本报记者 路冉冉 见习记者 王世腾 邵艺谋

“现在是吃不到了，要是想吃唐北 村的莴
苣得等到明年。”11 日中午，当记者提出要尝一
尝新鲜的莴苣时，唐北 村村主任李刚笑着表
示。

自 5 月 4 日起，为帮助范镇唐北 村菜农卖
出滞销的莴苣，本报组织策划了“爱心助农、你我
有情”认购莴苣活动。活动启动以来，众多热心市
民和爱心企业纷纷伸出援手，到唐北 村的田
间地头认购爱心莴苣。4 日当天，泰安一宾馆认
购了 4344 斤莴苣。5 日，泰安银座商城有限公司
认购 1968 斤莴苣；6 日，泰山驴油火烧传承人李
鹏回到范镇老家认购了 3088 斤爱心莴苣。7 日
上午，银座商城又认购了 2432 斤莴苣。下午，东
方假日酒店认购 2820 斤莴苣。整个活动中，热心
市民和企业共采购 8 . 2 吨爱心莴苣。泰安正源工
贸有限公司还与当地村民达成了 20 吨莴苣的认
购意向。

“除去咱们晚报组织企业市民来收购之外，
一些热心的企业市民还自发前来收购。”唐北
村村主任李刚介绍，在泰安跑市场的江先生在看
到报道后，每天都要到范镇拉五六千斤莴苣，然
后再运到南关的蔬菜批发市场卖。“除去咱们泰
安这些热心的企业市民，淄博博山的一个客户在
看到报道后，每天都来我这采购 1 . 1 万斤莴苣，
当天就拉到博山的蔬菜批发市场去卖。”范镇唐
北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照静说。

据了解，唐北 村总共种植了近 40 亩莴苣，
每亩亩产在八千斤左右。现在，在众多爱心企业
和市民的帮助下，唐北 村的莴苣收购工作已
经到了扫尾阶段。

本报记者 路冉冉 见习记者 王世腾
邵艺谋

参加合作协议签订会议的村民发
表自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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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帮助菜农抵御

市场风险，避免“菜贱伤农”情况
的发生，同时也为方便更多的企业采购到质优
价廉的蔬菜。本报发出倡议，希望更多的泰安
爱心企业加入到“农企对接”的行列中来，
积极建立蔬菜供给基地，实现企业和菜
农的互利双赢。“农企对接”热线
电话：1 5 0 5 3 8 5 2 3 5 5 、
18854849089。

爱心倡议

▲泰山驴油火烧传承人李鹏(左四)和唐北 村
村主任李刚握手。

东方假日酒店总经理助理、餐饮总监高玉洁
（右）与范镇唐北果蔬企业合作社负责人在挂牌。

本版摄影 本报见习记者 赵苏炜

“要吃莴苣得等到明年”

唐北 村 40亩地莴苣卖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