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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 C07

茶农的担心应引起重视
隔赵伟

近日，各地春茶相继
上市，但在烟台茶叶市场
上，却难见烟台绿茶踪影。
近年来，在茶叶市场高利
润吸引下，烟台已有不少
茶农开始种植绿茶。较高
的价格，较低的知名度，也
给烟台茶叶带来了“名气
不大，价格挺高，担心卖不
出去”的隐忧。(本报5月24

日C04、C05版报道)

烟台也产绿茶，对于
不少市民来说，也就这几
年时间才知道。如今大规
模种茶算来也就短短几年

时间，就如同新生的婴儿
一样，还在襁褓之中，需要
有人来呵护。

虽说只有短短几年时
间，烟台绿茶的种植规模
扩大的速度却令人吃惊。
据资料显示，烟台绿茶的
种植面积从2001年的10多
亩试验田，发展到现在的
6000多亩，而且正在以每
年1000-2000亩的速度递
增。种植面积的递增有利
于绿茶产量的提高，也为
扩大市场规模打下了基
础，从这几个方面来讲是
有积极的作用。

发展烟台绿茶，并不
仅仅是种植规模的扩大。
正如不少茶农担心的一
样，现在不少农民看到种

茶利润大，纷纷把农田开
辟为茶园，少则几亩，多则
几十亩，而这种种植并没
有任何的规划，大多都是
单纯受利益驱使而已，加
工企业少，销售途径缺，知
名度小，价格还高，这是茶
树扩大种植后面临的一个
个难题。能不能卖出去，成
为每个茶农担心的问题。

这种担心是非常必要
也是及时的，试想，如果茶
农盲目扩大面积，茶叶却
销不出去，受伤的还是茶
农，毕竟，不少农民忙活一
年来，就是为了能混口饭
吃，给孩子上学多赚点学
费，而不是忙活一年两手
空。好在这种担心还没有
发生，还有充足的时间去

防备，但前提是这种担心
必须引起政府部门的重
视，积极做好产业规划，制
定应对措施，寻找销售途
径，扩大品牌知名度，让烟
台绿茶真正都能有销路.。

不少茶农称，烟台绿
茶叶片厚、滋味浓、耐冲
泡，精细加工后，汤色碧
绿、味香浓郁，完全可以
打造成与“日照绿”齐名
的“烟台绿”。烟台绿茶作
为烟台市农业一个新兴
的朝阳产业，也具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政府部门应
该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
它，相信他一定会慢慢长
大，甚至成为烟台经济的
又一支柱产业，带动一方
农民致富。

新闻：近日，网上热传
的“白血病女孩鲁若晴乐观
抗癌”的故事感动着众多网
友。然而，有媒体报道称，鲁
若晴故事可能是个炒作，引
起了网友的种种猜疑和骂
战。(新民网 5月24日)

微评：网络水深，却淹
没不了爱心。没错，争吵和
质疑不会销声匿迹，但是我
们应该对时日难测的她说：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新闻：延安市民王万

芬因贫血在宝塔区人民医
院住院治疗期间，医院前
后两次为王万芬输入了
800ml的AB型血。出院后，
王万芬出现溶血反应，于4

月 2 6 日因多脏器衰竭死
亡。事后，事故鉴定书显
示，王万芬其实是B型血。
对此，该医院院长称，患者
入院时，不知什么原因测
不出血型。(《华商报》 5

月24日)

微评：查不出血型都敢
输，拿人命不当回事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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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卫生厅称，41名甘肃医务人员打通了任督二脉。甘
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要求各医院积极组织医务人员培训
学习，熟练掌握真气运行学方法技术，应用到临床实践之
中。(《新京报》)

读者陈晨：商铺属
于经营性场所，并不属
于家庭财产险所承保的
范围，而普通的企业财
产险承保的额度起点又
比较高，不愿意为小商

铺承保。在这样的情况
下，很多商铺就直接放
弃了投保，这样做的风
险不小，芝罘屯的汽配
市场没有一家投保，现
在发生火灾，承担的损

失就不少。
但是投保的门槛又

很高怎么办？商户首先
要有风险意识，联合起
来推动市场管理方统一
为所有商户投保。另外

商户一定要保存好自己
的“摊位租赁合同”和保
费“收据”，以便在发生
意外事故时索赔，或防
止市场管理方收取保费
而未投保。

明码标虚价，骗你没商量
读者段玉文：在家

电行业，商品明码虚价、
高标低售似乎已从潜规
则演变成明规则。像烟
台日日顺电器润弘旗舰
店那款标价5999元的电
视机，3999元就能买，几

天后的团购价比3999元
还低。这就让人不得不
怀疑，价签相差两千元
还不是底限，到底真实
价格是多少？做买卖就
为了赚钱，一年有几天
降价促销也能理解，可

是促销、团购没完没了，
整月整月的“微利“、”零
利 润“ ，商 家 还 怎 么 生
存？

唯一的答案就是，
低售依然不是实价，还
有可观的利润空间。更

可怕的是，购物价并不
是 所 有 消 费 者 都 知 道
的，甚至也没有时间货
比三家。顾客凭着对明
码 标 价 的 信 任 照 签 埋
单，商家会得到多少利
润？

给你的商铺上份保险吧

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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