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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B05

天寒海冰挡路，污染锐减鱼类

渔船出海得等到过了正月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董惠)

14日，记者采访了解到，与往
年热闹景象相比，现在羊口港
渔船几乎全部停靠在岸，港口
明显冷清了许多。而据港口工
作人员及渔民推算，今年渔船
“下海”或将要等到正月之
后。

往年过了元宵节，寿光羊
口港渔船进进出出，早就热闹
起来。但今年，由于天气寒

冷，海面冰情严重；加之水质
污染，捕捞能力过大，导致鱼
类生产量明显减少。14日，在
空旷的羊口码头上，一只只渔
船安静地停靠在码头上，而且
岸边也少有劳作的人群。岸边
的一位张姓渔民告诉记者，今
年过完春节后，渔民们就开始
为出海做着最后的准备了，可
相比往年，今年天气状况较为
反常，冷得晚，虽然小清河不

会结冰，但莱州湾海上浮冰迟
迟不化，渔民也都不敢轻易出
海，现在几乎全都在家歇着
呢。

自1974年就出海捕捞的老渔
民王建中也告诉记者，到现在
为止，自己打渔快40年了，可
从没像今年一样，等得这样焦
急过。“不仅受寒冷天气影
响，关键因素还是鱼类生产量
低。现在，就是冒险出海，捕

不着鱼也都白搭，况且出海成
本这么高，打不着鱼不是白往
海里扔钱嘛！”，王建中说，
在自己记忆中，这已是连续3年
来，出海时间一再被推迟了。

羊口港近海协会会长孙效
宝对记者说，到现在为止，出
近海的渔船几乎全部停靠在
岸。进入2月以后，寒潮频繁来
袭，小清河口、莱州湾冰情较
为严重，推迟了渔民出海的时

间。“但更重要的是鱼类生产
量低”，对于造成此状况的原
因，孙效宝对记者说，首先，
逐年来，捕捞能力逐渐变大，
造成鱼类产量锐减；另外，现
在水质污染较为严重，去年康
菲漏油事故后，大量鱼类、贝
类死亡。“春节过后，也曾有
几只木壳船外出作业，可多收
获不大，而今年要想出海，就
得往后拖了”。

挣的钱还不够店面费用

楼市不旺

让不少中介“歇了”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周锦江)因一系列楼市
打压政策的落地，购房者都在等，楼市成交量骤
减，二手房中介也被株连。14日，记者调查发现，不
少房产中介因为业务量太少关门停业，或转行经
营别的。

受观望心理和紧缩的房购政策影响，潍坊市
二手房市场的交易情况在2011年开始就开始走下
坡路，这在业内都已经不再回避。因为房贷政策的
收紧，新房成交量过低，二手房的交量也受到重
创。14日，记者走访潍坊城区多家中介机构，多数
表示交易量出现明显下降。

记者14日上午在房产中介较为密集的虞河
路、东风街、福寿街等路段走访发现，不完全统计
15家店面有6家未开门营业，其中包括知名的连锁
品牌。

据一位中介老板宋欣华女士介绍，春节前后
共两个月时间，她的二手房交易业务量为零，为数
不多的租房业务连店面费用都不足以支撑。宋欣
华说，一个月能成交一套房子就够吃饭了，现在好
几个月没有一单业务。现在在店里一坐一整天，没
生意上门还得开电暖气费电，有时索性就不去店
里了，还能省点电钱。

业内人士刘军分析，对二手房交易量影响最
大的因素就是银行贷款。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房
价虽高但出手的也多，现在观望气氛又变浓，银行
贷款的风向标作用很大。普通老百姓购房还是通
过银行贷款才能凑足房款，金融政策一个点的变
化对老百姓而言就是数万元。如今新开楼盘折扣
越来越多，全款买得起房的毕竟是少数，不少人靠
贷款买房，银行不放贷，谁也没办法。二手房的房
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市民旧房换新房，没有新房
交易量，二手房的交易量必然受重创。

记者在中介处采访了多位前来咨询的市民，
大家普遍认为新政对于一些“小本经营”的炒房族
无疑是重创，但是一些房屋质量及地段较好的房
产依然是抢手，但贷不出钱来成为最大的“瓶颈”。

原原来来一一公公斤斤1122元元，，现现在在77块块多多就就得得卖卖

籽籽棉棉收收购购价价降降了了近近一一半半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孙国祥 张焜)

籽棉收购价格降了近一半，这让棉农们很不
情愿出售。13日，记者走访了解到，2011年底
就该卖掉的籽棉，如今仍有一些囤积在棉农
家中，棉农们希望价格还能够再高一些。

13日，在寒亭区固堤街道流河四村，几
位村民一听到“收棉花”三个字，就不停地询
问多少钱收。身上还粘着不少棉絮的村民告
诉记者，一般来说，2011年11月份以后，就应
该不少人卖掉自己地里产的棉花了。但今年
过了春节，还有很多村民家中囤积着，一是
因为摘下棉花后就要过节了，但主要还是收
购价格太低。

据介绍，村里半数以上的村民家都种有
棉花，2010年底时，籽棉的收购价格很高，村
民们自家地里种棉花，成本低，收成又好，所
以挣了些钱，可2011年就不行了。

流河三村村民朱师傅的家中，至今还囤
积着自己地里收来的4000多公斤籽棉。他

说，2010年底，籽棉的收购价格到了每公斤12

元，最高的时候到了14 . 4元，而2011年底，籽
棉的收购价格仅有每公斤7 . 2元左右。如果
是2010年时的收购价格，村民们可以雇人来
摘棉花，可2011年的价格就不行了。好在村
里多数是自家地里种的，且面积不大，今年
自己张罗着还能保本。如果是租来的土地种
棉花，就挣不着了。

村民们告诉记者，每年4月份撒种，经历
半年时间才有收成，一年地里就只能种这一
茬棉花。2011年，由于雨水太多，棉花的收成
还受到了影响，这一下棉农们挣得钱少了一
半还多，当然既希望能够囤积一段时间再看
看。

可是，棉花再过一段时间就更不好卖
了。最近几天，棉花收购价格稍涨，有些村民
无奈之下，只得以每公斤7 . 24元左右的价格
出售。

朱师傅家近万斤籽棉堆了几屋，到现在还没有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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