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

2011 年 11 月 24 日 星期四 编编辑辑：：王王伟伟强强 组组版版：：赵赵春春娟娟C10 今日泰山

近千元“新药”过期成垃圾
药店一小时回收四箱过期药

本报泰安 11 月 23 日讯(记者
周倩倩) 23 日，本报报道了泰

城今起回收过期药的消息后，记者
在药品回收现场发现，很多市民拿
来的多为未开封的药，有的过期药
价值近千元。

23 日上午 9 点半，泰安市弘康药
店门口放置了过期药品回收箱，不少
市民翻箱倒柜拿出存放多年的过期

药，少则四五盒，多则几十盒。截止到
上午 10 点半，该药店回收了四整箱。
在漱玉平民大药房财源店回收点，一
位市民拿来 42 盒过期药。

10 点左右，市民张先生提着
一大包药来到弘康药店回收点，工
作人员发现大多是未开封的新药，
仅五苓胶囊就有 14 盒。工作人员
表示这种药现在进货都挺难了，每

盒价格在三四十元左右。还有几十
盒养血清脑及灯盏生脉胶囊等，价
格都在几十元一盒。初步估算，这
些药价值近千元。张先生无奈地表
示，药都是给家里老人买的，老人
有心脑血管疾病。“我们每次都成
批的买，后来老人去世，不知道该
如何处理这些药了。花那么多钱买
的，扔了可惜，可常年放在家里也

碍事。”张先生说。而市民李平拿来
的过期药可谓“老古董”了，在一堆
瓶瓶罐罐里，记者看到一瓶盐酸辛
他司汀片，1998 年就过期了。李平
告诉记者，家里药太多，喝的时候
都不大看日期，今天一收拾才发现
很多药都过期了。记者发现，工作
人员对每件过期药品都要登记，包
括药品过期的原因等。

弘康药店店长张友凤表示，从
今天回收情况看，很多药品都是没
拆封的新药，白白浪费了很可惜。
下一步，药店将根据登记记录，分
析药品过期、废弃的原因，对比较
常见的过期药，在销售过程中也会
提醒市民适量购买。对于过期药
品，两家药店表示将由泰安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回收、销毁。

本报泰安 11 月 23 日讯
(记者 王伟强 周倩倩)
因为喜欢鸟，泰城一大学生
成了一名观鸟者，每天拿着
望远镜观察鸟。不到三年，她
在泰城发现 120 多种鸟，仅
在学校就见到 71 种。

23 日，山东农业大学学
生任月恒诉记者，她从小就
喜欢动物，由于鸟儿比较常
见，所以从大一开始她就成
了一名观鸟者，还专门买了
一部望远镜，每天只要有时
间就会在校园内逛。“我看到
鸟就会停下，拿出望远镜远
远地观察它们，记录它们属
于哪个种类，大概有多少以
及有意思的行为。”任月恒
说，现在她已经记了足足有
三个大笔记本。

有一次在农大南校试验
田，她发现一群正在打闹的
麻雀，突然安静下来，抬头发
现原来树上有一只红隼。正
当她为麻雀担心时，一只喜
鹊从天而降赶走了红隼。“看
到天敌没了，麻雀们一下子
热闹起来，我的心情也跟着
高兴起来。”任月恒说，三年
间，她在泰城观察到 120 种
鸟类，仅在农大南校区就有
71 种，白腰草鹬、金眶鸻、扇
尾沙锥等鸟，她都能一眼认
出来。作为一名观鸟者，她最
期望的是能把关爱野生动
物、热爱自然的理念传播出
去，把自由的理想带给大家。

“今年夏天，我在 河边

看到一只白鹭。”市民朱建之
说，当时是在十二连桥下的

河浅水区，这只白色的鸟
体型中等，全身长着雪白的
羽毛，细长的嘴是黑色的，胫
与脚部呈墨绿色。它在 河
中悠闲地走来走去，时不时
地在水中啄一下，啄到一只
小鱼便吞下去，还和河里的
四只白鹅“玩”了起来，惹得
围观的市民哈哈大笑。“起初
周围的人都以为是一只水鸭
子，我拍下照片拿给山东农
业大学的教授辨认，才知道
原来是白鹭，很可能它是冲
着河里的鱼来的。”朱建之
说，在泰安发现白鹭，证明泰
安的环境在一步步变好，大
家的环保意识在增强，确实
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为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
识，普及爱鸟护鸟知识，展示
泰安地区丰富多彩的鸟类世
界，本报推出泰山鸟类图片
集锦，现面向泰城市民征集
泰山鸟类的照片。如果您平
时喜欢拍照,是泰山鸟类爱
好者，拍到过跟泰山鸟类有
关的各种照片，欢迎将作品
发送至征稿邮箱，本报将择
优刊登。请在照片上注明拍
摄人、拍摄地点及拍摄内容。
邮箱地址：qlwbzq@163 .com。

一只白鹭在 河觅食
在农大南校发现 71 种鸟

真是稀罕，普通白菜一斤卖到一毛
多算是高价了，而红心白菜的‘身价’到
了五块钱一棵，还是供不应求。22 日，记
者来到肥城市王庄镇南尚西村红心白
菜试验基地实地探访，揭开红心白菜的
神秘面纱。

阳光下菜心变成橘红色

22 日上午，肥城王庄镇南尚西村红
心白菜试验基地一片繁忙，放眼望去，
300 多亩白菜绿油油的一片。菜农杨献
平正在地里挖白菜，削去沾着泥土的菜
根，剥掉连亘绿色的外皮，熟练地将一
棵棵略显橘红色的白菜堆在地头。杨献
平称，他这个和白菜打了大半辈子交道
的庄稼把式，头一回见到带颜色的白
菜。

“我的白菜是红心白菜，从外观上
看，跟一般白菜没啥区别，白菜心里有
大学问。”说着，杨献平从地里拿出一棵
白菜，把白菜外边的几层叶子逐一剥
掉，剥掉的白菜帮相对较薄较脆，用指
甲一戳，水分很多。随后，杨献平把白菜
切开，在太阳下晾着。五六分钟后，原本
发黄的菜心颜色发生了变化：菜心和菜
叶的颜色开始泛红，渐渐向橘红色过
渡。他切开一棵普通白菜，两种白菜一
对比，红心白菜的“红”更加明显。红心
白菜不仅好看，而且好吃。说完，杨献平
就撕起白菜叶子吃起来，还把白菜心拿
给记者品尝。“放心尝尝，我们都不打
药，绿色蔬菜啊，我们平时都喜欢生着
吃，可以当水果。”

“红心白菜的营养价值也不低。”肥
城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杨延林说，红
心白菜胡萝卜素含量高，所以菜叶呈橘
黄色。含水量高，热量低，一杯熟的红心
白菜汁能够提供与一杯牛奶一样多的
钙。

白菜每斤二块多钱

22 日下午 1 时，肥城的郝庆山又
一次来到红心白菜试验基地，买了

1000 多斤白菜。“上周刚买了 1000 多
斤，家人都爱吃，涮火锅吃、炖着吃，口
感都不错。”郝庆山说，虽说红心白菜
是两块多一斤，但就冲着新鲜劲儿，他
也“舍得”花 2000 多块钱先“抢”上一
些白菜在家里屯起来。

“引进红心白菜主要是因为普通
白菜价格不稳定，每年菜农的心都悬
着。”杨延林说，王庄镇是一个蔬菜大
镇，仅是白菜就种了 6 万余亩。连续几
年白菜大丰收，但几分钱的收购价让
农民寒了心。

如何改良白菜的品种，让菜农走
出菜贱伤农的怪圈？2008 年 12 月，王
庄镇蔬菜办和肥城市市多办工作人员
来到山东省农科院春秋大白菜研究
所，研究所苏学军教授介绍，他们的红
心白菜品种是“红抗 2 号”，根据从国
外引进的菜种改良培育成的。这种白
菜产量很高，一亩地能产 8000 斤至
10000 斤。种植技术和普通白菜没有太
大区别，适合整个山东地区种植。红心
白菜的收益大，市场价可在每斤两块
钱左右。

一亩红心白菜能赚一万多

从农科院回来后，王庄镇工作人员
就开始考虑白菜的销路和市场，先期引
进蔬菜种植基地，尝试种少量红心白菜，
通过订单式的销售模式去探测市场接受
度，销售数字证明，红心白菜很有市场。

经过几年的尝试，有机红心白菜在
王庄镇形成了三百多亩的种植规模。王
庄镇南尚西村蔬菜种植大户杨春亭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有机红心白菜市场价
两元一斤，普通白菜最高可卖到八分至
一毛钱一斤，但由于化肥和农药都有严
格的限制，所以有机红心白菜不如普通
大白菜的亩产量高。

“一般情况下，普通大白菜亩产一
万斤左右，而红心白菜只有六七千斤。
而成本分别是一亩 300 元和一亩 1500

元。”杨春亭说。如果两种白菜均按最低
价格和亩产计算，有机红心白菜和普通
大白菜的利润分别是一亩 700 元和一亩
10500 元。“10500 元和 700 元，你说菜农
还担心不赚钱吗？”杨延林说。

一棵白菜五块钱
肥城红心白菜一亩能赚一万多
本报记者 喻雯 刘慧娟

白鹭在河中悠闲地觅食。 朱建之 摄

红心白菜和普通大白菜一眼就可辨别出来。 记者 刘慧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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