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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经济

单县“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包装”罗汉参

““娇娇贵贵””罗罗汉汉参参卖卖出出““富富贵贵””价价
本报单县11月12日讯 (记

者 王保珠) “今年的收成还
不错，每亩罗汉参能卖五六千
元，去掉成本，稳赚三千多元
吧。”近日，单县李田楼镇杨庄
村村民代方银说，他今年种植4

亩罗汉参，算下来能赚12000余
元，比种植其他农作物要强。

像代方银这样种植罗汉参
的农民，在单县还有1300多户。

“种植罗汉参，对土壤要求比较
严格，种一茬后，该地块十多年
不能再种植。”代方银说，他已
连续种植12年罗汉参，今年种
完这茬地后，自己就没地可种
了。

“罗汉参种植看起来比较
娇贵，实际上根据它自身丰富
的营养有关系的。”单县天祥罗
汉参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袁福君
说，经山东农业大学化验分析，
罗汉参富含钾、锌、铁、钙、镁等

16种矿物质微量元素，赖氨酸、
蛋氨酸、苏氨酸等17种氨基酸
及VC、Vb1、Vb2和粗蛋白、还
原糖、淀粉、粗纤维等多种营业
物质，是低糖、低脂、低热能、高
蛋白食品。

据袁福君介绍，罗汉参
属于低产作物，解放前每亩
罗汉参不足百斤，目前每亩
罗汉参不足千斤，平均亩产
700至800斤左右。“按照合同，
由合作社投资服务的罗汉参
基地成员，所生产的罗汉参
由合作社统一收购、储存、加
工、销售。”袁福君说，双方以
有利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
实行现款现货，今年收购价
格按照等级以质论价，每公
斤20元左右。

据了解，单县天祥罗汉参
专业合作社是全国唯一一家拥
有原生态罗汉参生产基地，该

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专业化经营模式
运营。目前，合作社在五个乡镇

建立基地，拥有社员336人，罗
汉参基地种植面积达到2300多
亩。

罗汉参又名土栾儿、香芋，是我国现存稀有作物，属于豆科草木植物，地下根块，呈不规则圆球状，
富含钾、锌、铁、钙、镁、硒、铜、锰等16种矿物质、微量元素；17种氨基酸，并含有丰富的淀粉还原糖、粗
纤维、粗蛋白、VC、VB1、VB2等多种营养物质，具有解毒、美容、滋补、保健作用，可药亦可食用。

相关链接

雨雨后后开开展展供供电电设设备备特特巡巡
本报东明11月12日讯 (记

者 李贺) 11月11日，降雨过
后，国网东明县供电公司积极
开展设备特巡。

该公司针对重要线路重点
地段进行了检查，主要检查了

线路的弧垂是否满足要求、设
备线夹有无污闪放电情况、铁
塔基础有无下沉、基础边坡有
无滑坡、接地有无外露、各类警
示标识是否齐全、醒目等。巡视
中，大家踩着泥泞的小路，奔走

在线路杆塔下，巡视人员从高
空导线到地面基础保护帽，不
放过任何细节，做到基基到位。

此次特训检查了电缆终端
有无发热、放电，绝缘表面有无
爬电、闪络，设备连接点有无发

热现象。针对电缆沟在雨后易
出现积水隐患的特殊情况，对
易存水的地方及时进行了排
水。对电缆本体及中间接进行
了测温、内部环境检查、地面走
径环境检查。

冷风吹来

“暖”经济

本报菏泽11月12日讯 (记者
袁慧) 随着气温的持续降低，

带有明显季节性的御寒商品成了
“抢手货”。针对市民吃穿用的相
关产品，商家大打“温暖”牌，炒热
了温暖经济。

气温降低，最近菏泽市区火
锅店的生意相当红火。12日19时
许，在太原路的正齐火锅店内，店
内座位几乎坐满。据该火锅店老
板田浩东介绍，市区火锅店的生
意一直都不错，随着降温，火锅店
的生意更加火爆，这几天营业额
和日接待量逐渐上升。

据和平路一家翠峰苑店长介
绍，近期营业额相对于半个月前
提高的三分之一，预计随着天气
的逐渐变冷，生意还会更好。

在中华路的几家大型商场
内，不少市民都在挑选羽绒服、
羊绒衫。在联通公司工作的马女
士说，进入11月份后，气温降的
厉害，晚上下班总是冻得浑身哆
嗦，正好商场促销，赶快来选一
件。在一家羽绒服专卖店，店老
板刘女士告诉记者，11月份以来
营业额相比10月份平均每天多出
一倍。

天冷了，除了吃好、穿好之
外，许多市民还把目光瞄向取暖
器。记者从菏泽市区部分家电卖
场了解到，由于天气突然降温，很
多市民开始早早地准备保暖家电
了，取暖器、空调等电器最近的销
量不错。

罗汉参喜获丰收。本报记者 王保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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