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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电动汽车，年后忙着造
临沂新能源汽车利用范围或将扩大
本报记者 张帆 王逸群

1月 3 1日 (正月初

九)，坐落在老区临沂的

山东沂星电动汽车有

限公司车间内已经热

闹起来。“去年 12月底

与青岛签下的 10台电

动汽车的订单在今年2

月底之前就要交货，工

人们知道工期紧，都开

始忙起来了。”副总经

理姜良峰说。

不只是外卖，在临

沂，电动汽车已覆盖了

公共交通领域，革命老

区在利用新能源的路

上走在了前列。

电动公交车

节约2/3运行成本

“电动汽车没有汽油味，在起
步和刹车的时候也比较平稳，我
宁愿多等几分钟，也希望坐电动
车。”临沂市民李晓琳说。如今，站
在临沂的大街上，过不了几分钟，
就会看到一辆蓝色的电动公交车
安静地驶过。

2010年6月23日，全国最大
的电动汽车充电站在临沂投入使
用后，临沂公交公司20辆纯电动
客车也正式投入运营，电动公交
车真正进入市民生活。

目前临沂市公交公司已有
110辆电动公交车投入运行。下

一步将扩大运营范围，力争到今
年年底，实现300辆电动公交车
投入运营。

使用电动汽车作为公交车近
两年后，临沂市公交总公司办公
室主任李刚算了笔账：纯电动公
交车日行驶200公里，耗电220千
瓦时，按每千瓦时0 . 75元计算，
日需电费约165元；柴油公交车
日运行200公里，耗油约78升，按
每升7 . 5元计算，日需油费约585
元。“每台纯电动公交车比柴油公
交车日节约燃料成本420元，全
年可减少燃料消耗费用15 . 34万
元。”

“数据一对比就一目了然了，
电动车的运行成本不足燃油车的
1/3。”李刚说，“虽然纯电动公交
车的造价相对较高，但从长远来

看，这笔账划得来。”

电动汽车或投入

出租车市场

“现在每百公里使用的天
然气的费用在 30至 40元之间，
比用汽油好多了。”出租车司
机孟祥芝说，他还想更省，“如
果能像电动公交车一样让出租
车充电，那我们的费用就更省
了。”

也许，孟祥芝的想法很快
就能变成现实。山东沂星电动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于 振 声
说，今年沂星电动汽车将进行
一些新产品的研发，其中包括
电动小轿车的生产，于振声说：

“经过实验以后，首先会将合格
的电动小轿车投入到出租车市
场试运行。”

但是电动小轿车的推广面临
难题。于振声说，大家都知道电动
汽车的好处，也有很多市民打算
购买电动汽车，但是政府的补贴
多针对公交车，对于私家车没有
明确的购买补贴，停车费、电价、
道路通行费等优惠政策更是没
有。

于振声坦言，目前电动汽车
市场有些混乱，很多资质不高
的企业盲目涉足电动汽车的生
产，而不少地区又有地方保护
主义。“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PK
的平台，让所有的电动车在一
个公平的环境中优胜劣汰。”于
振声说。

合作社

成菜农主心骨
再次来到临沂费县方城镇大

棚区，情景和去年已完全不同。去
年，农户张世海满脸愁容。他种了
一个葱棚的日本铁葱，长势喜人，
亩产量可以达到1万斤。往年铁葱
0 .6元/斤，外地客商来拉葱都要提
前预订。而2011年年初，市场上的
铁葱才卖0 .2元/斤，即使菜农想低

价出售，也很少有客商愿意收购。
现在，大棚里没有了齐腰高

的大葱，转而变成了满地的辣椒
根。偶尔会遇到几个葱棚，里面的
铁葱也已所剩无几。

不种大葱种辣椒，难道是因
为去年滞销，农户放弃了大葱种
植？看到记者满脸疑惑，义德瓜菜
合作社的负责人韩宝川向记者娓
娓道来。

原来，去年义德瓜菜合作社
帮助菜农把无人问津的大葱销售

出去了。“这不但挽回了农户的损
失，而且赢得了农户对合作社的
信任。”韩宝川说。

“今冬大棚种植品种的更换，
正是得益于合作社的考察和商
讨。”韩宝川说，他们合作社到寿
光等地考察市场后，分析出大葱
的行情不是十分看好，而辣椒市
场需求旺盛、行情见涨，于是在合
作社会议上，他们向菜农推荐了
销量较好的辣椒品种，并且建议
各家因地制宜适量种植，同时，种
植少量大葱。

颜林村的翟兴友是义德瓜菜
合作社成员，他听取了合作社的
建议，改变种植策略，种植了4亩
辣椒。从开始上市起，他的辣椒就
供不应求，价格也从最初的1 . 5
元/斤涨到了3 . 7元/斤。“五指散
开没劲，合拢才能发力。”翟兴友
把丰产丰收归功于合作社。

瓜菜打出品牌

商户遍全国
采访时，翟兴友告诉记者这

样一件事情：前几年他们将西瓜、
甜瓜等农产品运到外省销售，很多
收购商看到运送瓜菜的车牌是“鲁
Q”，上前询问后，得知瓜菜是费县
的，吓得收购商“拔腿就跑”，他们
认为费县的瓜菜质量不过关。

“那个时候种瓜不愁卖瓜愁，
没有品牌就没有市场。”韩宝川
说，那时农户只知道到田里种瓜，
却不知道该怎么卖瓜。

近几年，农户为了提高瓜菜
质量，不断改良引进新品种，多次
到寿光等知名的瓜菜种植基地学
习考察，改变原有的种植方式，使
瓜菜质量得以提升。“现在，我们
的瓜菜在外省很畅销，特别是西
瓜，已经是知名品牌了。”翟兴友
说，为了打造“费县西瓜”这张明
信片，合作社有专业的选瓜人员，
保证生瓜不上车。

采访时，韩宝川接到一位客
户打来的电话，这位客户想要买
进一批大葱。“以前找个客户都
难，现在都是客户找我们，我们的
商户已经遍布全国了。”韩宝川自
豪地说。

“以前追着客户跑
现在客户找我们”
合作社让费县瓜菜打开全国市场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晖 王璐

“过完年后，用不

了几天又要种瓜菜了，

到 时 候 一 忙 又 得 一

年。”1月 31日 (正月初

九)，临沂市费县方城镇

的翟兴友说。

而在去年年初，因

为大葱滞销，翟兴友可

没有这么轻松的心情。

一年间，这里发生了什

么变化让农户喜笑颜

开？春节前夕，本报记

者再次来到田间地头

寻找答案。

菜农韩其秀正在分拣辣椒进行装箱。

生产线上的沂星电动汽车。本报记者 徐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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