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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城阳光舜城小区
附近，有虎头山、蝎子山和
土屋山三座山，据附近居
民反映，最靠近小区的土
屋山上已有不少荒地被开
垦出来种菜。

在土屋山，记者沿一
条小路向上走了约二三十
米，就看到一大片被开垦
出的菜园，大大小小有数
十块之多。每块菜地的边
沿都被砖石围了起来，里
面种着大葱、韭菜等蔬菜。
其中，有不少菜园很明显
是新开垦出来的。

沿山路继续往上走，
记者看到在一些树木之间
也有部分被开出来的菜
地，此外还有树木被毁的
痕迹。在一块菜地里，有半
截带着根须的松树被扔在

一边。此外，还有一些种植
在菜地边缘的树木明显已
经枯萎。

据住在附近的李女士
介绍，靠近山脚的菜地有
以前附近村民的田地，也
有被开发商买下来的土
地。而山上树林里的菜地，
则大多是新搬来的居民开
垦的。“有些地是原来土屋
村的村民在林子里开的，
已经荒了很多年，后来一
些新搬过来的居民又收拾
出来种上了菜。”

记者看到，由于这些
菜地的开垦，原来山上的
植被已被完全破坏，黑色
的土壤和坚硬的岩石裸露
在外面。家住山水绿城小
区的李先生告诉记者，这
种情况已经有两三年了。

本报4月16日讯(见习记
者 王茂林 实习生 袁
丹) “搞施工的和物业在小
区里开出了菜园，小区里头
被改得乱七八糟，还收取费
用。”日前，部分住在经十东
路凤凰城祺苑小区的业主
反映，小区的绿地被物业和
施工人员开成了菜园，并向
想要在菜园里种植的用户
收取费用，这让他们很不理
解。

16日上午，记者来到凤
凰城祺苑小区看到，该小区
里的公共绿地绿化和管理
程度有很大差别，有的杂草
丛生、石头满地，有的却种
上了整齐的树苗。小区居民
张女士说，绿地里有些树苗
是业主自己种上的。

在小区业主的指引下，
记者在该小区北侧找到了
被开出来的菜园。这块东西
向有20多米长的菜地刚好
环绕在小区西北角，宽有1
米多。菜地被分成了五六
块，有几块俨然是经过精心
打理的，外面圈起了整齐的
篱笆，里面种着韭菜、蒜苗
等蔬菜。

据小区居民讲，这块菜
园是小区一位施工人员开
出来的。这位施工人员告诉
记者，菜地需要交纳费用才
能耕种。他指着其中一块尚
未被耕种的菜地说，这块需
要2000元，而旁边一块已经

被业主耕种的地则被他以
3000元的价格租了出去。

这位施工人员说，这块
菜园是他单独开辟出来的，
菜园所在的地方原来是用
护栏和石堆垒起来的外墙。
去年6月份，外墙被大雨冲
毁，于是他负责这里的维修
施工，把损毁的外墙垒起来
后，又拉了些沙子泥土过来

“美化小区”。但是他没有从
物业那里拿到维修费用，

“材料和工钱有一万多”，于
是就想出了出售菜地的办
法。

对此，小区物业管理处
一位姓张的负责人表示，施
工人员在小区西北角开出
来的这块菜地不属于公共
绿地，“石堆和护栏被冲毁
后，也有住户担心安全问
题，所以我们找了施工人员
来维修。”

“别说物业费了，水电
费都收不起来，很多业主我
们都联系不到。”这位负责
人说，祺苑小区共有130多
户业主，长期入住的有30户
左右，由于收不上物业费，
小区物业管理的正常支出
都很没有保障，只好让负责
施工的人员自己想办法了。
他同时表示，公共绿地里是
不允许种菜的，由于物业费
用缺乏，小区公共绿地里业
主可以种花草和树木，物业
方面也鼓励业主美化小区。

本报4月16日讯 (记者 喻
雯 实习生 赵文静 张万哲)

3月底，第一拨春茶上市以来，
西湖龙井等中高档茶叶是市场
供应主力。记者了解到，福建绿
茶等不少中低价位茶叶近日开
始陆续上市。就目前济南茶叶市
场来看，茶叶价格整体涨幅在
10%到20%之间，整体的茶叶上市
量也略高于去年。从今年春茶供
应情况来看，红茶上市量创了近
几年新高。

16日，记者来到济南茶叶批
发市场，随机咨询了几家批发商
发现，很多价格不高的绿茶成为
店家的推销首选。“这个绿茶比
较实惠，才二十多块钱一斤，而
且闻起来很清新。”据一店员介
绍，他们的绿茶批发价格在二十
多元到三百元不等，质量和去年
相比差不多，但是价格还是相对
实惠的。

“就目前开始的中低档的茶
叶市场来看，批发价格集中在40

到80多元，涨幅相比去年同期不
少于10%。”济南茶叶批发市场质
检中心主任薛德全说，最近几天
中低档的茶叶，像福建绿茶、浙
江松阳绿茶等才陆续进入济南
市场，从3月底开始的第一拨上

市春茶主要是中高档的茶叶占
了大部分。

薛德全介绍，第一拨春茶
大概持续到“五一”，“五一”之
后就是第二拨春茶，“低价位的
茶叶价格可能会有所波动，但
是中高价位的一般变化不大。
就目前济南的茶叶市场来看，
茶叶价格整体涨幅在10%到20%

之间，整体的茶叶上市量也略
高于去年。”

薛德全介绍说，济南的春茶
市场也出现了一些很特别的地
方，最显著的就是在红茶方面，
今年济南春茶的红茶上市量是
这些年来数量最多的一次，“关
键是市场需求增加了，红茶的上
市量也跟着增加。”

从目前上市量较多的茶叶
来看，西湖龙井的关注度较高。
缪先生常年经营西湖龙井，据他
介绍说，今年西湖龙井的受欢迎
度比去年高了很多，就目前的情
况来看，销售数量增长了20%左
右。“龙井的品质好，档次高，再
加上上市的时间比较早，所以销
售不错。”缪先生介绍说，龙井的
价格整体上涨了10%左右，茶叶
产地人工费上升、交通物流成本
增大是主要原因。

“私家菜地”频频侵 占城中山
山上植被遭到破坏，相关部门表示虽多次劝阻但收 效甚微
文/片 本报记者 牟张涛 任志方 实习生 赵岩

日前，山东省政协常委宋传杰发微博称，“二
环内、靠近住宅区的山体上，毁林种菜越来越成
为一种时尚。本来济南的山上石头多、土质少，现
存的松树多是上世纪50年代植树造林时种植的。
树根起到一点固土的作用，现在被一些居民毁掉
树根、春夏秋季种菜。”

根据微博反映的情况，记者近日对市区周边
的多座山进行了调查，发现因居民种菜而导致的
山体植被破坏比较普遍，而有关部门称虽曾多次
劝阻但收效甚微。

中低价春茶开始陆续上市
今年春茶价格比去年涨了一到两成

物业没钱支付维修费，施工人员“自谋生路”

小区里开菜地

租给居民收钱

对于土屋山被居民开为菜
园一事，舜耕街道办事处舜华居
委会主任于芳表示，这一问题已
存在多年。“我们一直在采取措
施，也在小区内张贴过宣传退耕
还林的倡议书，工作人员也到现
场制止过，但因没有执法权，居
民不太配合。”于芳说，“种菜地
的居民有他们的理由，他们认
为，地闲着也是闲着，并且将垃
圾清理走，开垦田地没有错。”

对于孟家西山和老石沟西
山林地被开成菜地的情况，历下
区龙洞街道办事处城管科工作
人员称，据他们了解，被开成田
地的位置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属于林场，第二部分
属于附近村庄的田地，第三部分
可能属于城市投资公司购买的
区域。”该工作人员称，他们会对
此事进行调查，确定被开成田地
的位置属于哪一部分，然后有针
对性地协调相关单位对此事进
行处理，防止绿地被破坏。

济南市林场的工作人员杨
先生告诉记者，市民在山上圈地
种植粮食和蔬菜的情况并不鲜
见，他们也会制止，但存在很大
难度，“有一些地方属于荒地，老
年人开成田地，他们认为是将荒
地充分利用，不听我们的。”

杨先生说，他们3月1日曾在
卧虎山北边搞过试点，通过张贴
告示，告诉居民林场要在这里种
植树木，附近居民不要在此开
荒，但种上的树木最终还是被毁
坏了一些。“如果有市民为了开
田地将树木滥砍滥伐，这就属于
违法行为，由林业执法部门或者
城管部门进行查处。”

作为负责城郊、农村山体保
护的部门，济南市林业局一名工
作人员表示，对于在山林中开地
的行为，“根据森林法，我们会根
据植被破坏的面积和程度进行
处罚，如果是公益林破坏在5亩
以上，用材林破坏在10亩以上，
将会构成刑事犯罪，并且根据破
坏程度处以每平方米10元到30

元的处罚。”

同阳光舜城一样，历下区
锦屏小区附近也有很多山。日
前，记者攀上该小区西侧的孟
家西山，看到山上有多处菜
地，大的有数百平方米，小的
则只有几平方米。其中，有的
是用石块围起来，有的则只是
在山上相对平整的地方刨去
原来的植被后，成为菜地。

记者看到，不少田地已
经施上了肥，但还未栽种。据

粗略统计，该山的一面就有
近五十处菜地，从山下望去，
该山已经被居民开成了一块
块梯田，和山顶茂盛的植被
相比，这座山一眼望去像极
了“锅盖头”。

在孟家西山上，一位老人
正在拔草。“我已经开了将近
半亩，有人开得更多。”据这位
居民介绍，有些市民为了多种
些地，还继续向山顶“拓展”。

这些菜地上的树木较多，但居
民见缝插针一样开出了多块
菜地，树木下原来的植被则被
铲掉，土壤直接裸露在了外
面。

记者随后又来到锦屏小
区东侧的老石沟西山，该山
情况和孟家西山类似。“在山
上开地很容易对植被造成破
坏，并且一些市民为了让菜
地面积更大，可能会将旁边

的树木砍伐，这样会造成水
土流失。”住在附近的居民李
先生表示。

对于这些被破坏的山体
植 被 ，网 友“ 风 车 南 下 看 菜
花”则表示了担忧，认为济南
城南山丘比不得常绿植被覆
盖的江浙，松柏在单薄土层
上生长十分艰难，一旦破坏，
数十年、几代人的心血将毁
于一旦。

格主管声音

劝了很多次
就是管不住

菜地不断拓展，小山变成梯田

部分菜地里

有树木被毁痕迹

▲土屋山上有不少大大小小的菜地。

▲栽种在菜地旁的几棵树已经枯死。

不少菜地已经被种上了蔬菜。见习记者 王茂林 摄

请来吕剧团，梨花下唱大戏
本报4月16日讯 (记者 赵

丽 通讯员 夏才芝) 眼下雪
白的梨花开得正盛。能不能把戏
台搬到梨园里，办场“梨园春”戏
曲演出？最近，章丘市黄河镇的
大沙溜瓜果专业合作社还真把
这一想法办成了事实：在60多亩
黄金梨梨园里，吕剧团的专业人
员和票友唱了一整天的大戏。

章丘市黄河镇的大沙溜
瓜果专业合作社由 1 2户农民
组成，他们种植了 1 6 0多亩瓜
果，除了西瓜、甜瓜，还有60多

亩的梨园，里面种植的黄金梨
从去年开始销售，今年的长势
也挺不错。

眼下正是梨花盛开的时节，
满园子的雪白，看着着实醉人。14

日，这片梨园里上演了一场“梨园
春”。合作社请来章丘市老体协吕
剧团的演职人员，在梨园里唱了

《小姑贤》和《墙头记》，而20多位
票友也在梨树下秀出了自己的拿
手段子。唱完戏后，演员和观众还
在梨园的农家乐吃了庄户饭、跑
到梨树下挖了野菜。

梨园里上演“梨园春”。 通讯员 夏才芝 摄


	C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