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听一棵大白菜的自述：

冬天存储并非摞上就完事
文/片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姜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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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马云
云 实习生 姜东林) 目前，济
南市冬春蔬菜储备工作进入实质
性阶段。记者近日从市商务局获
悉，济南市将存储1万吨蔬菜，可保
证市民食用5至7天。一旦发生恶劣
天气、供应短缺等突发状况，这些
蔬菜将由政府无条件调运。

16日下午，在匡山农产品批发
市场，一辆满载大白菜的机动车缓
缓驶入。有所不同的是，这车白菜

暂时不能销售，而是要放在市场存
起来，这是该市场今年来的第一车
储备菜。作为暂定承储企业之一，
该市场分到的任务是分别储存
1000吨白菜和1000吨土豆。

“整个济南市要存1万吨蔬
菜，主要是大白菜、土豆、圆葱等
易储存品种。”市商务局有关人
士介绍，这些菜全部来自本地，

“外地菜一点都不要”。目前已暂
定6个承储地点，包括历城区2处、

长清区2处、平阴1处以及匡山农
产品批发市场1处，平均每个点
要承储蔬菜2000吨左右，目前有
关部门已完成对承储企业操作
人员的培训。

这些蔬菜主要用于应急调
节和平衡供需关系，有关人士介
绍，比如出现暴雪等突发情况，
一旦蔬菜运不进来，城市的蔬菜
供求失衡，这些菜就能起到应急
和平抑物价的作用，特定情况下

还可以跨市调拨，援助周边城
市。据测算，这些菜可以保证济
南市350万市区人口和50万流动
人口吃5至7天。

“储备属于政府行为，由企
业承担服务。”商务部门有关人
士介绍，在储备期间，承储企业
必须听从政府安排。今年储备菜
的储备期到明年2月底3月初，在
此之前，不经政府同意，任何承
储企业不得私自动用这些菜，一

旦发生需要调运的情况，政府将
下发调拨指令，企业必须无条件
调运。存储期过后，这些蔬菜才
可以进入市场流动。

承储企业将获得政府补贴，
“工作前提是不让企业有损失。”上
述人士表示，蔬菜存完后，有关部
门将上门验收，验收合格的企业可
获补贴。不过，这些企业并不是固
定的，“如果出现操作人员达不到
要求等情况，将来可能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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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节临近，省城蔬菜供应
量将有所加大。届时，将有
大批南方菜进入济南市场。
不过由于需求量加大，菜价将
有所上浮。

近日，在匡山农产品综合
交易市场，商贩们销售着各种
蔬菜。据悉，中秋过后至春节
期间，随着气温持续走低，蔬
菜生长速度减缓，加上露天蔬
菜逐步下市，省城蔬菜供应

“青黄不接”，需要大量南方菜
填补市场。该市场副总经理王
世博介绍，目前市场上蔬菜的
主要进货地为浙江、云南，“随
着天气越来越冷，进货地也是
越来越往南。”春节期间，将有
大批来自广东、海南等地的蔬
菜来济。

为保障节日供应，匡山农
产品综合交易市场将广泛联
系南方蔬菜场地货源，届时市
场每天的蔬菜进货量将不低
于2000吨，预计春节期间市场
上蔬菜的品种将最丰富，供应
量也将最大。

菜贩们估计，腊月二十至
春节期间，菜价涨幅将较为明
显，做批发芹菜生意十几年的
王先生说，现在芹菜批发价为
每斤四五毛钱，到年底怎么说
也得涨个两三毛。在七里堡蔬
菜市场，蒜薹价格每斤达到了
4 . 5元，摊主于先生介绍，按
照往年的经验，年底还得涨五
毛至一元，“主要因为这是冷
库里的，存量有限，越卖越少，
肯定越卖越贵”。

格市场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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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管理员

天天看天气预报

我是历城区唐王镇田家
村的一棵大白菜，在一个大
清早，主人田继河拉着我和
一车兄弟姊妹来到韩西村蔬
菜市场。从家里出门前，主人
已经掰了我们外层的叶子，
这让我们看上去干净、利索
多了，他们管这叫“净菜”。可
生意还没开张，主人就听说历
城区田园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要存大白菜，他当即改了主
意，一扭头就把我们拉到了合
作社的一排仓库门口。合作社
是以市场价买下我们的，主人
把我们装满一个个编织袋
后，把我们搬到仓库里。

一间仓库有20多平方
米，里面已经整齐地摆好了
我的本家们，大家都从周边
村子来，上下摞了七八层，我
被放到了中间一堆。听说，唐
王镇今年要存上2000吨大白
菜，是准备应急用的，看来，
我要在这个新地方乖乖待一
段时间了。

其实，我们大白菜还是
蛮娇气的，既怕冷又怕热，所
以这两三个月怎么过真是个
麻烦事。自从接了看管我们
的活儿，管理员韩会圣每天
都要看天气预报，好知道第
二天是什么温度，生怕“照

顾”不好我们。他总像在提醒
自己似的说：“也许前两个月
都没事，但只要一夜不注意，
菜就会冻坏。”

每隔十来天

都得“挪挪窝”

我们最喜欢的温度是零
下2℃到3℃，温度高了我们
闷得慌，可能掉叶子或者烂
叶子，冷的话又会冻坏。所
以，韩会圣打算在仓库里安
上温度计，这真是个好主意。

怕我们冷，合作社给我
们准备了草苫子、塑料布等
物品，对人类来讲，这些东西
真不是什么宝贝，可却是我
们的“被子”，天冷盖上它们，
很快会暖和不少。其实，在不
远处康家村的兄弟姊妹们更

需要这些棉被，它们那里
的储备大白菜全都摆放在
露天地里，浩浩荡荡几十
排，一眼望过去壮观得不
得了，可外面气温低，天一
冷它们肯定比我们难受。
根据康家村党支部书记李
秉军的经验，室外温度在零
下5℃时，露天大白菜盖一层
草苫子就行，要是到了零下
七八度，就得盖两层草苫子
和一层塑料布。

有时候大家也会觉得闷
热，尤其像我这种被挤在中
间的。韩会圣已经总结出经
验来了，一旦发现屋里温度
高，就会开窗户、开门，“被
子”也会拿下来。

这还不够，每过十来天，
他们还要给我们“挪挪窝”，
就是把摞好的菜重新挪个地

方摞一遍，好让我们喘口气。
在匡山农产品批发市场，除
了每20天给白菜“挪窝”外，工
作人员每隔一天都要把盖在
大白菜顶层的帆布掀开通风
透气，防止白菜受热腐烂。前
阵子气温偏高，康家村的大白
菜已经挪过一次了。

储备点装摄像头

24小时视频监控

即便人们这么仔细，我
们最终还是要损耗一部分
的，坏点叶子在所难免。像我
们这样择过的净菜，10斤能
损耗两斤，而康家村那样的
毛菜，得损耗一半左右。

虽然进行白菜储备我们
不需要什么设备，其实也得
花不少费用。李秉军算了一

笔账，存一吨大白菜，草苫
子、塑料布、毛毡、竹竿等要
花近百元，人工和管理费用
要六七十元，占地费30元、损
耗费90元，再加上少许检测
费，这样算下来，上上下下要
花近300元呢！

说起检测，这是有要求
的，储备菜都要进行抽检。在
我们唐王镇，每10吨储备大
白菜中，就要有一部分被抽
检，看看有没有农药残留。到
现在为止，还没发现有问题
的储备菜。

另外，我刚知道一件事
儿，听说为了保证我们这些
菜不被乱动，商务部门打算
在每个储备点安装摄像头，进
行24小时视频监控，到时候，
我可就在重点保护范围了。

嘿，被重视的感觉不错！

大白菜是不少市民冬天的“当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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