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12013年7月31日 星期三

编辑：孙静波 组版：张祯

今日泰山

跑社区

拉来一车冬瓜

烂了3000多斤

断断续续的降雨让菜价起
落不稳。记者从南关和灌庄两个
蔬菜批发市场了解到，雨天蔬菜
易腐烂，批发商存货过多不易
卖，天晴后货不充足，是菜价变
化频繁的主因。

在灌庄市场一个垃圾箱前，
一批发商将上百斤豆角倒在路
边，旁边还有一大堆烂掉的白菜

和冬瓜。“绑豆角绳子还没解呢，
烂了就卖不出去，只能倒掉。”批
发商愁眉苦脸地说。

据菜市场一批发商介绍，市
场每天从凌晨开始来货，忙到早
上8点多结束，市场的货都是批
发，基本不零售。“这段时间虽然
下雨，但气温一直没降。”他说，
蔬菜淋雨后很容易腐烂，进来的
货一天卖不完就坏掉，只能扔
了。

南关菜市场摊主李师傅看
着一堆冬瓜就头疼。5天前，他从
聊城拉来一车冬瓜，一万多斤的
冬瓜现在已经烂了3000多斤。“下

雨后来批货的菜贩不多，再加上
淋了雨，两天卖不完就开始腐
烂，烂了这么多也赚不到钱。”李
师傅的妻子说。

灌庄菜市场批发白菜的孙
师傅说，下雨对市场菜价变化有
很大关系，“雨天菜少了涨价，菜
多卖不完就降价，晴天没菜又涨
价。”孙师傅说，菜价涨幅基本在
五毛钱以内，不敢涨太多，除去
损耗，也赚不了几个钱。

三四天攒一车菜

午饭就吃个火烧

60多岁的杨女士是岱岳区窦
家村人，家里有一亩多菜地，她
的菜摊前摆着黄瓜、豆角、南瓜、
芸豆等蔬菜。杨女士说，地里种
了五六种菜，除了供自家吃，多
了就出来卖。“菜都是新鲜的，提
前摘放一夜就不新鲜了，很难卖
出去。”

每天早上4点多，杨女士起床
到地里摘菜。攒够一车菜才出来
卖。早上6点前简单吃完早饭，就
要往菜市场赶。“骑三轮车过来
得一个小时，7点到市场赶上人
多，能多卖点。中午花6毛钱买个
火烧凑合吃，自己带着水，能省
就省点。”杨女士说，攒三四天的
菜也就卖100多块钱。等着下午菜
卖光了，再往家里赶。

“这段时间一下雨菜结不
多，种的茄子连根都烂掉了。”杨
女士说。同村菜农刘先生家种了
一亩冬瓜，雨水把地里的瓜秧都
泡，死了近一半，剩下的瓜秧也
结不多。“种菜时间太长，搭的成
本也不少，现在卖一天菜都不如

出去打工。年轻男劳力打工一天
可以挣上一百多块钱，比卖菜强
多了。有的村民就不种地出去打
工。”刘先生无奈地说。

雨天招工少一半

打个零工真难

龙潭路儿童医院附近和灵
芝小区门口，有两个比较大的劳
务市场，每天早上都有不少进城
务工人员在这里找工作。

30日上午，在儿童医院附近，
一辆汽车还没停稳，就有20多位
进城务工人员围上去，问老板需
要找什么工人。

家住夏张的王先生经常到
劳务市场找工作，“来这边的人
都有好几个手艺，会的活少了赚
不到钱。”王先生说，砌墙、铺地
面、新房装修都能做。

据了解，在劳务市场找工作
的人，从二十几到六十多岁不
等，绝大多数是岱岳区村里的农
民，家里都有地，以打工为主，抽
空种地。“早上8点钟人最多，过了
点再找不到，可能这一天就白出
来了。”王先生说，两个劳务市场
加起来有三千多人，每天能找到
活的人也就300多。7月下雨多，来
劳务市场招工的人比平常少了
一半，找工作太难了。

来劳务市场找工作的张先
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们靠体
力干活，一天能赚100块钱，中午
吃饭要花10块钱，晚上回家也要
买菜，一个月下来能剩下的钱不
多，“最怕连天下雨，这雨一下，
室外的工作都不能做，能找的活
更有限。”

连绵大雨真耽误事，卖菜、打零工的直叫苦———

拉拉来来万万斤斤冬冬瓜瓜三三千千斤斤““泡泡了了汤汤””

多雨的七月，降水量
创下近 1 0年来单月最高
值。30日，记者探访南关菜
市场、灌庄菜市场和龙潭
路劳务市场了解到，大雨
给市场菜贩、菜农和农民
工带来不少影响。雨天蔬
菜易腐烂，农民工找工作
难，都盼着雨季早点结束。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李亚宁

成捆蔬菜腐烂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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