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打

2012年5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吕华远 组版：五军 C07今日济南

主打

2012年5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吕华远 组版：五军C06 今日济南

大棚西瓜热销，难觅本地瓜的影儿
济南西瓜多为露天种植，上市时间 还早着呢
本报见习记者 宋立山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袁苗

产地探访>>

露天西瓜地里

瓜苗还没拖秧

“这车西瓜是从潍坊昌乐
拉过来的。”8日晚，来自章丘高
官寨镇的瓜商孙宗平在文化东
路守着西瓜摊说。高官寨紧邻
黄河，适于瓜类生长，是济南最
大的西瓜产地之一，但孙宗平
卖的不是高官寨西瓜，而是从
潍坊昌乐进的货。记者走访了
多个水果店和批发市场了解
到，市场上在售的瓜并非产自
济南本地，多是来自潍坊昌乐、
临朐，聊城等地的大棚瓜。

为啥不见济南西瓜的踪
影？据业内人士介绍，眼下刚
入夏，市面上销售的本省西瓜
都是大棚瓜，而济南的大部分
西瓜都是露天种植，还远未到
上市的时间。

9日上午，记者来到章丘
高官寨镇进行探访。进入高官
寨镇后，马路两边尽是成片的
西瓜地，西瓜苗还没有拖秧，
一些更小的幼苗才刚刚顶破
薄膜儿。当地人士告诉记者：

“这里都是露天西瓜，还没开
花呢，现在卖的多是大棚西

瓜，我们这儿很少。”
几经打探，记者终于在付

家村找到了大棚西瓜。在通往
付家村的马路两侧，村民摆出
的多个瓜摊一字儿排开。村民
滕升武说：“附近大棚西瓜很
少，我们村算多的，一共有五
六十亩地吧。”

“济南市区现在卖的大棚
西瓜很少有本地瓜，因为本地
的大棚瓜比较少，高官寨全镇
只有不到1000亩大棚西瓜。”
高官寨镇农委副主任岳荣水
说，仅有的这1000亩瓜也主要
在镇上的马路边摆摊卖了，拉
到市区的少之又少。

原因剖析>>

成本高麻烦多

瓜农不愿建棚

“大家还是倾向于种植露
天西瓜，对大棚西瓜没大有兴
趣。”岳荣水说，高官寨镇已有
20多年的种瓜历史，一直都以
露天西瓜为主，与年种植规模
3万亩的露天西瓜相比，区区
1000亩大棚西瓜实在有点儿
少。农户之所以青睐露天西
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建大
棚需要花费一定资金。岳荣水

说，建大棚挺麻烦，需要水泥
桩，盖好几层薄膜，平均每个
棚要花费六七千元。

“镇农委曾经号召农户搞
大棚西瓜，但是一直未能大范
围推广。”岳荣水说，早在2000
年左右，为了科技兴农，高官寨
镇农委号召农户建大棚种西
瓜，凭借反季节带来的价格优
势，增加农民收入。为了鼓励农
户的积极性，镇农委给予农户
每个大棚1000元的财政补贴。

格市场走访

大棚瓜眼下每斤3元左右

比去年贵了近一元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马云

云 见习记者 宋立山 实习
生 袁苗) “零卖能卖到每斤3

元左右，今年西瓜行情不错。”大
棚西瓜强势登陆省城，上市之初
零售价格高达每斤5元以上，十
几天过去，仍能保持每斤3元左
右。相比之下，去年同期的零售
价格每斤只有1 . 5元到2 . 5元。

“平均比去年贵了一元钱
左右。”9日上午，在章丘高官寨
镇路边卖西瓜的瓜农滕升武
说，他家今年种了两亩地大棚
西瓜，去年大棚西瓜价格很一
般，每斤只有1 . 5元，今年‘五一’
前刚上市时能卖到每斤 4元以
上，眼下仍能保持在每斤2 . 5元
到3元。

与零售相比，批发价也同步
上涨。9日上午，在堤口果品批发
市场，卖的主要就是西瓜。由于今
年初春气温较低，导致本省西瓜
大批量上市时间推到了4月下旬，
较往年晚了一周左右。多名批发
商表示，今年西瓜的确比去年贵，
批发价从每斤1 .7元至2 .5元不等，

“去年这时候也就1 .5元”。
据了解，本地的露天瓜还

需要一到两个月才能上市，大
棚西瓜收获“开门红”，那么露
天西瓜的行情会咋样呢？章丘
高官寨镇农委副主任岳荣水
说，因为今年本地露天西瓜的
种植规模缩减了不少，等到露
天西瓜上市，市场行情可能也
不错，“起码比去年要好”。

格农业部门

露天西瓜市场不稳定

引导瓜农种植大棚瓜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见习记者 宋立山

“大棚西瓜占三分之一左
右，除了部分在济南本地销售
外，还销往北京、天津等地。”据
济南市农业部门有关人士介
绍，目前，济南市西瓜种植主要
集中在章丘黄河镇和高官寨
镇、济阳太平镇和仁风镇、商河
郑路镇、长清孝里镇、平阴安城
镇等地，其中，济阳和商河两地
集中种植部分大棚西瓜。

不过，与潍坊昌乐等地比起
来，济南本地的大棚西瓜还有一
定差距。据介绍，昌乐有种植大
棚西瓜的传统，那里对大棚瓜的
种植管理水平较高，西瓜上市

早、量大，能卖上好价钱。而在济
南，高官寨镇等主产地仍以传统
方式种植，“对技术要求不高，科
技含量低，利润率也低，而且市
场不稳定，靠天吃饭。”市农业部
门有关人士说，种植一亩大棚西
瓜可以有万余元进项甚至更多，
而露天西瓜的收益只是其五分
之一甚至更低。

近年来，农业部门出台了
引导扶持政策，鼓励瓜农积极
种植大棚西瓜。上述人士介绍，
大棚西瓜收获以后，可以继续
在大棚里种植秋延迟蔬菜，取
得双重收益。

“西瓜地图”明天公布
基本以去年的491处为准，个别的再做调整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殷亚楠 实习生 郭金凤)

9日，记者从济南市城管
局举办的应季西瓜临时销
售点瓜农市民恳谈会上了
解到，今年应季西瓜临时销
售点的位置，基本以去年的
491处为准，个别需要调整
的，待调查摸底后本周五
(11日)公布。

进入5月以来，省城街
头出现了不少卖西瓜的农
用车，瓜农们也焦急地四处
打听关于“西瓜地图”的消
息。在经七纬五岔路街，这
几年一直在此卖西瓜的章
丘瓜农房英从1日起就“开
张”了。前年和去年，这里都
挂着“济南应季西瓜临时销
售点”的牌子，他的西瓜卖
得很不错。“往年从‘五一’
后城管部门就推出西瓜地
图了，可今年至今没见，让
人心急。”

9日上午，市城管局举
办了应季西瓜临时销售点
瓜农市民恳谈会，瓜农和市
民代表、基层执法队员代表
近 3 0 人参会。瓜农们均表

示，希望城管部门尽快推出
今年的西瓜地图，让他们安
心卖瓜。市民代表金女士建
议多在老居民小区和老街
巷设点，因为这些地方往往
住着很多老年人，不便走很
远的路。

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济南城管自2010年起推
出了西瓜地图，当年设置应
季西瓜临时销售点455处，

2011年增加到491处。去年设
置的临时销售点整体上能满
足需要，并且不影响市容交
通。今年的临时销售点基本
以去年的491处为准，目前，
各区城管执法中队正在对辖
区内的临时销售点位置进行
调查摸底，若有因附近修路、
拆迁等原因需要调整的，在
本周五前上报市局，然后再
统一对外公布。

想来青年公园一带

卖瓜的瓜农赶快登记吧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殷亚楠 通讯员 杨雅男)

记者9日从槐荫区执法局
了解到，该局青年公园执法
中队拟定了一封致瓜农的
公开信，并开始准备给进城

瓜农登记，以便合理制定今
年西瓜销售摊点的位置。

根据往年的管理经验，
西瓜摊点的设置是工作重
点和难点，销售点的数量、
位置以及瓜农的意愿都会

对设置工作产生影响。因
此，青年公园执法中队今年
将对辖区内的全体瓜农进
行逐一登记，下一步将采取
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确
定瓜农的销售摊点位置。

“十几年前，1000元的补贴不
算少，但还是没能打动农户，
种大棚西瓜的人并不多。”

瓜农账本>>

如果建了大棚

种甜瓜更划算

除了考虑建大棚的成
本之外，农户还算了一笔收
益账。岳荣水说，许多农户

觉得种甜瓜比种西瓜更挣
钱，收成更稳定。通常情况
下，一棚西瓜能长两茬，第
一茬产量一般还行，但是到
了第二茬产量就不好了，如
果第一茬碰上价格跳水，会
直接影响这一棚的收入。相
比之下，一棚甜瓜可以长三
茬，而且三茬的长势都不
错，只要有一茬赶上好价
钱，收入就能有保证。

“单就一茬的产量来

说，大棚西瓜远远高于甜
瓜，但是三茬累积下来，甜
瓜产量并不差。”除产量外，
这两年甜瓜的价格也不错，
今年4月份，一个大棚甜瓜
最多能卖到10元钱，如此一
来，一亩地的大棚甜瓜能比
西瓜多收入 3000元以上。

“今年的西瓜行情格外好，
可能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
在一般年份，农户还是更倾
向于种甜瓜。”

另外，销路也是个不得
不考虑的问题。大棚西瓜上
市早，价格比露天西瓜高很
多，一个不大的西瓜就得二
三十元，买得起的人还是少，
如果大家都种大棚西瓜，能
不能卖得出去是个问题。“大
棚甜瓜也不便宜，但是它个
儿小，卖得好。”在付家村，为
了分散风险，很多农户即使
种大棚西瓜，也会配种一半
甜瓜，“旱涝保收”。

今年新上市的大棚西瓜行情看好，不仅价格高，销量

还不错。但是记者走访发现，省城市场上销售的大棚西

瓜，多来自潍坊昌乐、临朐，聊城等地，而济南西瓜多为露

天种植，上市时间还早，只能眼看着外地瓜抢占市场。

9日的恳谈会上，一名瓜农代表在发言。本报记者 王媛 摄

▲西瓜大棚里的温度能达到40多
摄氏度。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在321省道路边，章丘高官寨镇瓜
农摆摊卖瓜。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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