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枣庄

民生
2014年6月5日 星期四

编辑：袁鹏 组版：任冉

地地头头鲜鲜杏杏一一斤斤五五毛毛还还愁愁卖卖
运到市区可多卖几倍价钱，可费时费力农民觉得不划算

( 1 )要谨小慎微，忌粗心。审
题、解题、组织答案需细心，关键
字眼、中心思想要抓准，运算过
程、书写过程要谨慎，尽量避免因
非智力因素而带来的不必要的失
分。

(2 )要充满斗志，忌怯场。信心
是成功的法宝，哀兵必败，历来如
是。踏入考场要精神抖擞，斗志昂
扬，忌无精打采，甚至畏惧三分。

(3 )要先易后难，忌盲目。在每
科考试题目中，难题均占有一定
的比例，考生做题要先易后难，一
方面可以赢得时间，抓住基础分，
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因难题而造
成对信心的动摇，所以解题时忌

“从一而终”。
(4 )要知难而上，忌畏缩。前面

所说的先易后难，是从方法上的
要求，而这里的知难而上则侧重
于毅力方面，要求遇到难题要有
一股拼劲。

(5 )要处乱不惊，忌烦躁。考试
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
的问题，比如，教室周围环境的影
响，难题的困扰，题型的新颖，设
问的刁钻等。这就要求要处乱不
惊。要知道，若有以上问题的出现
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保持良好
的心理素质，以不变应万变，一切
均可迎刃而解。

( 6 )要坚守最后一分钟，忌好
胜心理。时间就是胜利，珍惜一分
钟，有可能减少你一分甚至几分
的失误。答完卷后，要认真检查，
反复核对，切忌为出风头而草率
交卷。要恪守“不到最后一分钟绝
不停笔”的良训。

枣庄瑞捷教育特开通考生咨
询专线：4 0 0 - 6 2 7 - 9 9 7 9如果您在
指导孩子的过程中存在困惑，可
直接拨打电话与咨询专家交流。

枣庄瑞捷教育中高考解析
考生应考如何做到“六要六忌”

本报枣庄6月4日讯 (记者
韩微 ) 最近鲜杏开始大量

上市，根据品质的不同，一斤
杏可卖两块五到三块五不等，
不少市民购买尝鲜。然而在峄
城和山亭，一些农户那里品质
很好的杏一斤才卖五毛左右，
即便如此仍然难找销路。

家住峄城区的李老汉家
里的杏树今年有了大丰收，虽
然很有成就感，但他最忧心的
还是杏子的销路。“前年家里
的杏也是大丰收，但最后七八
百斤的鲜杏只卖了百十块。”
李老汉说，今年杏子还未大规
模熟透，只卖了前几天摘的三
桶鲜杏，但是因为没有市场，
这重八十几斤的杏子最后只
卖得了十七块五的收入。李老
汉介绍说，熟透的杏顶多放一
天就坏了，硬一点的还能撑个
两三天，所以杏一摘下来就得
赶快卖，要不就开始腐坏，而
考虑到没有保鲜杏子的能力，
村里不少人家的杏子都已一
块钱三斤的价格给卖了出去。

而山亭区小王家里的杏
树除了亲戚朋友摘食外，则完
全依靠外来水果商贩进村收
购。据小王介绍，根据收购时
间的不同，收购价在六毛到一
块不等，如果吃不完也没卖出
去，家里人就会选择直接让果
子烂在树头。“总比费了人力、
物力还眼睁睁看着一年的收
获全坏了的好。”

相对于两位农户鲜杏低
价还难销的情况，市中区各大
商场内的高价鲜杏反而卖的
火热。在龙头市场的一家蔬果
摊铺里记者了解到，个头匀称
较大的本地鲜杏可卖到三块
五一斤，甚至还有四块钱一斤

的“精品杏”。
除了批发价和零售价的

区别，李老汉在采访中表示，
自家种植的是山杏，虽说口感
比较纯正，但也因为体积偏
小，做水果批发的一般都不愿
意收这类型的杏，只能自己溜
乡卖一点。而对于小王来说，
用大筐子将杏运到城里可以
卖出每斤两三块的价格，可附

加费用的产生还是让他觉得
不划算。

“都说物以稀为贵，因此
鲜杏只能在缺乏杏树种植的
城区才比较有市场。而我们老
一 辈 的 都 说‘ 桃 养 人 、杏 伤
人’，一般人家买点尝尝鲜也
就算了。再加上杏的保鲜期又
短，水果店就算是经营杏也不
会囤积过多货量，这就导致了

大量村里的杏都滞销。”常年
在水果批发行业工作的陈师
傅介绍，因为枣庄本地杏未形
成规模，个头偏小的都被本地
人消费了，只有品质较好的才
会被销往外地加工成罐头或
果脯再售卖。“不过趁着鲜杏
上市，大家还是可以趁着周末
到乡村搞个采摘，算是帮帮这
些农户了。”陈师傅说。

满树的杏进入成熟期，可就是难求销路。 本报记者 韩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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