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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涯西瓜卖出40年最高价
目前已届收获晚期，即使下雨也不怕了

实习岗位难找

扎堆去当家教

乱扔垃圾难清理

臭气熏天愁煞人

本报7月1日讯(见习记者
陈兰兰) 7月1日，肖月小

区的居民陈女士反映，她家
楼下的垃圾成堆，高温天气
下，垃圾散发的臭味难闻。不
少居民路过时，捂着鼻子，或
者绕行路过。陈女士纳闷，为
何物业已经收取了垃圾处理
费，垃圾却还是没有被及时
清理。

“前天，刚交了半年的垃
圾处理费，每月5元，一共30

元，可楼下的垃圾依旧堆积成
山。”住在该小区一楼的陈女
士说，这两天气温高，却从不
敢开窗通风，“垃圾散发的气
味实在是难闻，西瓜汁、污水
流到路上。”而在小区内，除了
主干道上的垃圾箱能够及时
清理外，居民区内的4个垃圾
箱旁边都堆满了垃圾。

随后记者咨询了小区物
业，物业人员告诉记者，垃圾
处理费主要是清理楼道垃圾
的费用，小区内的垃圾箱也会
定时清理，“早上7：00左右清
理了一次，不到上午10：00又
堆满了，由于不少居民倒垃圾
不往垃圾箱里扔，直接扔到路
上，堆多了就占了道。”工作人
员说。

本报7月1日讯(记者 郭
光普) 随着暑假的临近，不
少在校大学生想在假期中找
一些跟本专业相关的工作岗
位进行实习，但不少学生反
映跟专业相关的岗位太难
找，最后只能做家教。

这几天德州学院经管专
业学生小程一边准备期末考
试，一边想联系一些外贸企
业假期实习，可是投送了很
多简历，打了不少电话却收
效甚微。“自己是学经管的，
想找个企业先接触一下，可
找个实习岗位实在太难了。”
小程说，他的大部分同学都
没有找到合适的实习单位，
只能找份家教或者培训班老
师去做做。

记者在城区几家培训机
构了解到，到了暑期，培训班
需要招大量教师。除了一些
培训机构外，不少学生也扎
堆去做家教。1日上午，在学
院附近不少小区里宣传栏上
都张贴着一些家教信息。“暑
假工技术含量太低，暑假打
零工积累不了多少经验和知
识，但是很多企业都不招实
习生，只能做家教。”一师范
专业学生称。

本报7月1日讯 (记者 王小
会) “种了40多年西瓜，今年价
格是最高的。”今年60岁的瓜农
贾荣生说，“往年西瓜刚成熟的
时候卖到1块钱就是稀罕事，今
年1.3元/斤都不怕卖不动。”由于
现在种植的西瓜品种好、成熟期
早、且种植面积小，今年黄河涯
西瓜价格创40年来新高，瓜农们
一亩地收入七八千元不成问题。

“原来十几块钱就能买个大
西瓜，现在只能买半个。”在三八
路便民市场上买西瓜的刘女士
说。连日来，德城区1.5元/斤左右
的西瓜让市民直呼今年的西瓜
太贵了。

7月1日中午，在黄河涯镇
政府所处的东西走向的主干道
的一旁，一堆堆黑皮、花皮的大
西瓜映入眼帘，最大的西瓜足
足有两个篮球加起来那么大。

“现在的瓜品种好，都是和南瓜
嫁接而来，根部强劲有力，皮硬
耐雨击，不像早些年，最害怕收
获季节赶上大雨。”路边卖瓜的
瓜农王洪福说。他18岁跟着家
人种瓜、卖瓜，四十几年的时间
从未间断。从18岁最开始种瓜
时，瓜种差皮薄，下雨一摸就
破，到现在即便是下雨，瓜农们

也不慌不忙。“15年前，吃着饭
看天气预报说有雨，全家老小
放下筷子就往瓜地里跑，大大
小小的瓜都摘了便宜卖给收瓜
的，生怕雨淋了坏在地里。”王
洪福说，“现在瓜品种好，成熟
得也早了，雨季来了也不怕。”
蹲坐在一旁的另一位瓜农说，
小面积的种植、提早的成熟期，
在雨季还没来的时候，基本上
每家就卖得差不多了。即便是

赶上下雨，也几乎没什么损失。
“现在种瓜很讲究，都是选

择好种子，一粒种子的成本能到
3毛，施肥、盖塑料薄膜等基本投
入每亩地就得1千块钱。现在种
瓜的少了，总产量也就少了。”王
洪福说，5年前，黄河涯闫屯村的
西瓜种植总面积有200多亩，而今
年只有50亩左右。10年前把西瓜
种子人工一粒粒种到地里的种
植方法，瓜期长，熟的时候正好

赶上雨季。现在都改秧苗种植，
加上种植期提前，到西瓜成熟的
时候正好是雨季来之前。

“10天以前，瓜刚下来，商贩
来批发能卖到1 .2元/斤的价格，
每亩地产值达7、8千斤。现在9毛
钱一斤，算下来，4亩地挣三万块
钱很轻松。”贾荣生笑着说，“刚
进7月，地里三分之二的瓜都收
完了，最多再过5天，市场上的黄
河涯大西瓜就不多了。”

王洪福在自家田里摘西瓜。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你写字来我作画
古稀伉俪乐悠悠
本报记者 孙婷婷

本报7月1日讯(记者 孙
婷婷 通讯员 黑晶 ) 提
前预交了购车的押金，但因
家人生病需要资金，购车计
划只能暂缓，没曾想，购车的
押金不退给了。

运河经济开发区七西村
李女士准备在一家汽车销售
公司购买一辆轿车，按规定
预先缴了2000元押金，但恰
巧赶上家中有人住院需要资

金，李女士想暂缓买车，多次
找到该公司说明情况想要回
2000元钱。

但该公司不同意将2000
元钱退回。李女士将该公司
投诉到消费者协会。经调查，
该汽车销售公司不退给押金
符合双方签订的协议。经调
解，该公司同意，只要李女士
出具住院证明，就把李女士
2000元押金退回。

预交购车款不买车就不给退

本报7月1日讯(记者 孙婷
婷 通讯员 黑晶 ) 河北省
故城李女士去年底在运河经济
开发区农机大世界购买一台联
合收割机，发生故障后，却一直
无人前去维修。

据了解，2012年底，李女士
在运河经济开发区农机大世界
购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近期，
收割机发生故障，李女士与农
机大世界的维修站联系，但一

直未去人维修。于是就将农机
大世界维修站投诉至运河经济
开发区工商分局消协。

运河开发区分局消协接到
投诉函后及时与农机大世界取
得联系。经消协调查了解，李女
士的收割机(轴承)坏了，根据

“三包”规定，此件不在免费维
修的范围内。消协出面调解后
农机大世界同意按最低价维修
一次。

收割机出现故障不维修

6月27日，新湖街道办事处康乐社区举办社区书画展，
72岁的王桂芝带来了自己的一幅画和老伴儿的一幅字。

本报记者 孙婷婷 摄

今年74岁的陈志民和72岁
的老伴儿王桂芝是新湖街道
办事处康乐社区的居民。听从
陈志民的建议，王桂芝两年前
开始学习作画，这下可是激起
了老人的绘画热情。6月27日，
新湖街道办事处康乐社区举
办社区书画展，王桂芝带上自
己的一幅画和老伴写的一幅
字来到画展现场。

说起自己的作画经历，王
桂芝说，老伴儿以前就有练字
的功底，退休之后就一直坚持
写毛笔字，每次老伴儿写字
时，她就在一旁看着。老伴儿
提起让她学画画后，她跟随老
伴儿到老年大学学习。“颜料、
画纸、画笔，都是我自己忙活
着买来的。”王桂芝说。

“哪曾想这画画，学上瘾

了，再也舍不下了。”王桂芝
说，每天早上吃完早饭之后，
她和老伴儿说一句“咱上班去
啊”，就开始了两个人的创作。
老两口口中上班的地方，是家
中的书房。“他在一边写字，我
就在一旁作画。”

每天上午定点的“上班时
间”，让老两口互相成为对方
的老师。“我画画累了的时候，
老伴儿就教我写字，老伴儿本
身就有作画功底，偶尔互相切
磋一下画画技巧。”

“亲戚朋友看画得好，排
个号的让给他们画画。”在她
的生活中，也充满了关于画画
的话题。“画画成了我解闷最
好的方式，也让我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有时候一画就是一
上午，连买菜做饭都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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