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蔬菜险可避免菜农靠天吃饭

@半度微凉：烟台的雨接连下了好久，不下雨的日子
不是阴天就是毒太阳，上烤下蒸。菜都烂了，菜价飙升。
茄子3 . 5元一斤，辣椒4元一斤，真是吃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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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雨让菜价直线飙升

为加大本地读者评论力

度，形成关注烟台的良好氛

围，本报诚邀烟台市民针对

烟台新闻及各种社会现象，

在互动版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

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

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

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

《我有话说》栏目欢迎您的

参与；如果您读本报新闻后

想谈谈看法，《评报区》、《一

家之言》栏目也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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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话说

毛旭松

一场场大雨来袭，导致大面
积的蔬菜受灾，不仅推高了菜
价，影响百姓菜篮子，也使菜农
损失惨重，苦不堪言。从我国目
前的情况来看，水旱等气象灾害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自然灾害
中占第一位。对农业的威胁频度
高、损失大。于是，对蔬菜上保险
的呼声越来越高。

保险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物，从健康保险到财产保险，从
车辆保险到旅游保险，几乎生活
中各个领域都少不了保险的影
子，然而，蔬菜险却很少听说。蔬
菜价格时涨时跌保险公司难有
投保标准，外加菜农缺乏投保意
识，可能是导致难觅蔬菜险的原

因所在。
物价上涨城镇职工可以涨工

资，农民种菜赔本烂在地里却没人
管，不夸张地说，蔬菜业的风险几
乎全部集中于菜农。在农资和劳动
力成本上升、菜农收益下降的情况
下，政府部门需要采取多种措施给
予应对。蔬菜种植保险无疑对减少
菜农损失，调动菜农种菜积极性起
了保障作用。如果遭遇恶劣天气、
病虫害等灾害，种植户就可以获得
一定金额的赔偿。

据了解，在上海、广东等比较
发达的地区，最近两年已经开始
试点蔬菜种植保险，从目前来看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上海“冬淡”青
菜保险面积超过5 . 7万亩，共发生
赔款424万元，亩均赔款近80元。将
政策性业务和市场化运作有机结

合起来，充分发挥了农业保险的
特点，统筹兼顾了市民和菜农利
益，有效缓解了“菜贵伤民”、“菜贱
伤农”的问题。

蔬菜种植保险的推广并非
一帆风顺。蔬菜暴涨暴跌很少有
保险公司愿意赔保，另外，蔬菜
盈利空间有限，菜农也不舍得花
大钱投保。农户肯定想投入的钱
少赔付的钱多，很明显保险公司
不可能满足要求。

在这种背景下，就需要政府
相关部门出面从中协调来推广
蔬菜种植保险。相关部门投入一
定的资金支持菜农投保，既能够
保证保险公司赚钱，又能减少菜
农损失。果农吃到甜头后，在种
植面积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可能
就会主动投保，依靠蔬菜保险这

张网来免除菜价下跌的后顾之
忧。这样的话，就能够在政府部
门帮助的情况下逐步过渡到正
常的商业行为，保证蔬菜种植险
的正常运行。

如何让蔬菜价格彻底告别
过山车？蔬菜保险应该是一项积
极有益的探索，从国际经验来
看，由政府部门主导，政府和农
户共同参与已成为共识，关键是
如何界定其中的边界，如何厘清
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试点蔬菜种
植保险虽然才开始，但毕竟已经
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蔬菜种植险投入不多但意
义不小，具有不错的推广潜力。
或许不久的将来，从来都是靠天
吃饭的菜农可以不再完全看老
天爷脸色过日子了。

中国289城市财政透明度
报告公布：三市得分为0。四大
指标，总分400，竟然有3个城市
的得分为0，也就是说任何财政
信息都没公布！城市财政透明
度报告显示的这一情况令人吃
惊。在如此密封的黑箱中，不乱
花钱才是奇迹！“透明政府”怎
么建设的？《信息公开条例》完
全是一纸空文吗？

——— 盛大林(媒体人)

刚看大连京剧院的《西门
豹》，深为西门豹揭穿仙姑等人
编造的河伯娶亲的骗局叫绝。
漳河闹水患，仙姑等编造河伯
娶媳妇的故事，敛财害命，西门
豹想废除，却遭到了不明真相
的百姓的反对。西门豹于是设
计把见河伯的“好事”让给仙
姑，骗局轻易戳穿。这对时下的
改革是莫大的启迪啊！

——— 马光远(学者)

新闻：福建省漳州市纪委用
了近半年的时间，共发现市直区
县73家医院涉嫌医疗腐败，包括
22家二级以上的医院，无一幸免
全部涉案。案件涉及到全市1088

名医务人员、133名行政管理人
员。(央视)

点评：这个问题何止福建漳
州这么简单！

新闻：“VIP”厕所在国内多
地出现过，多为一些商业机构为
方便贵客设计的，不过，“VIP”
厕所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
公楼里还很新鲜，门边的墙上有
密码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副研究员孟彦弘昨日在实
名微博说了这个见闻，引起网民
的种种解读。(云南信息报)

点评：领导连拉个屎都要特
供？

新闻：直到昨日，在马连道
家乐福超市内被捅伤的两名伤
者仍未脱离生命危险，两岁半的
男童还发起高烧，家属担心有感
染的危险。目前犯罪嫌疑人正在
等待法医鉴定是否患有精神病，
再做下一步处理。北京家乐福超
市内的刀具则全部下架，停止出
售。(北京晨报)

点评：被褥毛巾会捂死人、
食盐会咸死人、开水会烫死人、
酒会醉死人、米饭会噎死人、自
来水会呛死人……

新闻：7月19日，徐州丰县政
府网站发布一条公告，拟将当地
的赵庄镇更名为“金刘寨”镇，并
向社会征求意见。赵庄变成金刘
寨，乍一看只是文字变化而已，
但近段时间内却引发了各方热
议。有了解内情的人士直指丰县
此举是急于打响“刘邦出生地”
名头而出的“怪招”。(扬子晚报)

点评：为了经济利益，死人
也大争特争；没有经济利益，死
人也没人管！

@凯信雕刻：昨天回老家
拉了15斤豆角、10斤黄瓜、5斤
芸豆、一箱子土豆，足够吃一
个星期了。

@花心小萝卜：本来夏天
菜价应该比较便宜，让连日的
雨天整得跟冬天的菜价差不
多了。

@独揽江水：实际上想
想，菜价再涨还是生活支出的
小头。

@嘻哈小屁孩：昨天晚上
我去买了3个小西红柿就3块
钱，平时也就一块多钱。

@康斯坦丁：看到直线飙
升的菜价，我和买菜的大妈们

都惊呆了。
@苏芯潼：鸡蛋也涨到4

块啦，前几天才3 . 3元一斤，旁
边的大妈笑着说，下雨下得鸡
不爱下蛋。

@伞伞：我姐住海滨小
区，她家那生菜最贵的时候10

块！吃肉都比吃菜便宜。
@cuij inyu419：下雨天老

农损失也不少，看报上说很
多香菜、大蒜什么的都烂掉
了。

@我爱西西：我们这里更
贵，但我妈家的菜都吃不了，
茄子、辣椒、黄瓜都下来了。还
是农村好啊！

@事妈：昨天买辣椒4块
钱一斤。我在想这菜怎么这么
贵？原来是因为下雨。

@小彪儿爱小贱：俺妈让
我多拿点我还懒得拿，早知道
菜价这么贵了我就多拿点了，
整个夏天几乎没买过菜都是
从家拿，放冰箱保鲜里能吃很
久。

@灵儿Angel：愁人，雨继
续下呢！昨晚花菜8元一斤，一
个18元。

@巧巧131840：只准你们
挣钱，不准农民挣钱啊，真是
害了。

来源：烟台论坛

刘晓静(莱阳市)

表妹今年高考，分数下来，
比二本线高了30多分。表妹平
时学习一般，家里人对她的期
望就是考上大学就行，所以对
于这个结果全家都挺高兴。而
接下来的报志愿却让全家紧张
起来，一下子面对众多的学校
和专业，让人不知该如何选择，
有点像找工作，低不成高不就，
又有点像给姑娘找婆家，左思
右想，不是怕对方看不上，就是
自己不太情愿。

想当年，报志愿时首先考虑
的是自己的爱好、志向，而现在
报志愿恨不得考虑到十年二十
年后，专业是否热门、将来的就

业形势如何、“钱”途是否光明。
也难怪，看看如今大学生的就业
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很多几
年前还炙手可热的专业等到毕
业时却敲不响就业的大门了。

表妹让我这个过来人帮她
参谋的时候，她已经焦头烂额
了。一边是老爸帮她选的专业，
说将来有“钱”途，一边是老妈
的“圣旨”，说选那个专业将来
工作稳定性好。“那你自己喜欢
什么专业？”她想了想，摇摇头，
一副茫然的表情，用现在的流
行语说叫“天然呆”。我帮她选
了几个专业供她参考，她问“这
个就业前景好？”我如实回答，

“不一定，现在热门的将来不一
定热，现在冷门的将来说不定

就热了。”她丢给我一个“全是
废话”的表情，显然对我这个

“参谋”有些失望。
其实我特别想对表妹说的

是，专业本没有好坏，再热门的
专业也有找不到工作的毕业
生，再冷门的专业也有将来混
得很好的成功者。上大学选专
业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你
必须在这四年里通过自己的不
断努力，才能不惧怕未来的竞
争和就业。既然如此，何不在选
专业的时候多遵循一下自己内
心的声音，选自己热爱的、感兴
趣的专业，不把那些充满不确
定性的就业、金钱因素放在首
位，也许那样，你才会对未来充
满期待和信心。

做错的事

不能视而不见
王晓辉(芝罘区)

我住在白石村，我们楼是一
梯三户四层楼，住了12户人家。
最大的70多岁，岁数小的也30好
几了。

12户人家养狗的就有4家，
因为每天要遛狗数次，所以楼梯
有很多狗毛。可是狗主人从不扫
楼梯，而且四楼一户人家每天早
上6点左右，定时在楼梯上抖狗
垫子。我就在他楼下住，这个点
千万记住不要出门，否则满身狗
毛，而且你什么话也不能说。还
有一家男主人，每天不管什么时
候，只要一出门，就一口痰吐在
楼梯上。因为他就住我旁边，所
以每次我都能听见，而且关门声
音太大。

我是退休老人，就见不得楼
梯脏，我就想楼梯干净，要不踩了
狗毛和痰就带回家了。有时候大
人能拣着路走，小孩就不知道躲
避。所以我一般看见脏就扫一扫，
把我们楼道的卫生基本保持得干
净一些，自己看着也心情舒畅。

希望有些人反思一下自己，
都说自己脖子后的灰看不见，是
呀，脖子后的灰是看不见，可是
不对的事不能视而不见吧？

民间习俗在改变

白世利(芝罘区)

前几天去殡仪馆凭吊已故
的亲人，本着崇尚文明、从简节
约环保的理念，买了几束鲜花。
当天，虽不是例行的祭奠日，但
追思的人依旧络绎不绝。天阴沉
着，时不时下着雨，好似健在的
人送给仙逝的人痛楚的哀思。殡
仪馆内道路两旁和山上的焚烧
池周围，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商
铺，一家挨一家，经营着形形色
色的专对逝人的供品。

往常，人们除购买烧纸外，
还要送些金山银山和元宝，更有
甚者买轿车、楼房、牛马之类的
屡屡皆是。可眼下只是看到象征
性的烧烧纸，没有成山成堆的供
品摆设，就连买金银元宝的人也
寥寥无几。有的人取出骨灰盒放
在石桌上，旁边摆着一束花，望
着逝者的照片沉思、悼念。

其实，人生一世非常短暂、
脆弱，活着的人要好好善待自
己，对已故之人也没必要过于显
摆。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珍惜
身边的每一个人，常回家看看，
多几句问候关怀，活在当下，不
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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