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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眼看看几几万万斤斤柿柿子子 要要烂烂在在枝枝头头，，太太可可惜惜了了””
南部山区南田村百姓盼望城里客人去采摘

文/片 本报记者 任磊磊

黄澄澄挂满枝头

无人采摘落一地

15日一早，记者就启程赶往南
部山区，中午时分终于到达了南田
村村委。

走了三公里多的山路，一路
上随处可见挂满枝头的柿子。村
会计商和泉一见记者就大倒苦
水，“我们那山上的柿子有好几万
斤呢，挂在树上也没人采摘，只能
眼睁睁看着这么烂掉。今年柿子
大丰收，柿子结得特别好、特别
多，但就是没人来买，真是可惜
了。”

进村后，热心的67岁村民尚
希彬老人带着记者去山上看柿子
树。沿着上山的路行走，随处可见
一棵棵挂满柿子的柿子树，有的柿
子大而扁，有的小而圆，有的颜色
偏黄，熟了的偏橙色，看着让人垂
涎欲滴。

走着走着，不时能听见柿子跌
落地面的声音。尚希彬老人边走边
叹气，“哎，看见了吧，柿子就这么
浪费了。”

据商和全介绍，今年全村柿子
产量粗略估计有六万斤左右，但是
这段时间落了不少，树上怎么也得
有三四万斤吧。“如果再没有人来
摘，等寒流一到，柿子就只能等着
烂在枝头了。”

据悉，村里柿子难卖有两个主
要原因，一是交通不便，二是柿子
自身特点适合现吃现摘，不适合长
途运输。

现吃现摘才好吃

柿子运输有困难

67岁的尚希彬老人一辈子住
在山上，爬山、上树对他来说小菜
一碟。听到记者没吃午饭，老人一
个箭步就蹿上了柿子树，给记者摘
柿子吃。

尚希彬老人告诉记者，村里的
柿子不同于市场上售卖的柿子摘
下就能吃。“我们这里的柿子需要
吃熟透的，没熟透的要放着捂一捂
才能吃。但熟透的不好摘，皮薄吹
弹即破，只能现摘现吃，没熟透的，
又没人愿意要。”老人边说边无奈
地摇头。

据介绍，南田村的柿子有土柿
和盒柿两个不同品种。土柿偏小，
盒柿比较大。老人给记者摘下一个
熟透的盒柿，让记者小心翼翼接
过，慢慢把皮拨开，用嘴巴把果肉
喝下。记者依法把柿子喝下去，顿
时一股甘甜爽口的味道滑过舌头。

“真是太甜了。”记者啧啧称赞
道。

据介绍，南田村有村民 118
户，而在家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孩
子，家庭条件好点的或者年轻人都
下山居住或外出打工了，所以这么
多的柿子采摘也比较困难。

这里特产真不少

便宜却少人问津

田乃伟告诉记者，柿子只是村
里的一种特产，还有不少土特产都
非常好。

“我们这里的小米是最好的，
用这里的小米熬的粥特别醇厚，上
面会漂一层像凉皮一样厚的皮，一
些知道的人经常开车来山上买小
米。”

南田村还盛产山楂、核桃、花
椒、山鸡蛋，而且价格比市面上要
便宜一半多。“我们这里的特产比山
下便宜多了，你看我们自己晾晒的
山楂片，对外的价格才两块钱，但是
一到了小贩手里，再进入商店，价格
就变成了六七块。还有花椒，我们卖
的价格才20多块钱一斤，可是山下
卖到40块钱一斤。”

莫莫让让媒媒体体老老是是

““叫叫卖卖””农农产产品品

近几年，一些农产品滞销，
媒体帮忙“吆喝”的现象屡见报
端。但这种帮忙只能缓一时之
急，要真正解决农民的后顾之
忧，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政府应
从销售渠道、基础建设、宣传引
导等多方面下功夫。

南田村因其特殊的地理位
置，导致和外界的交通颇有不
便，但也正是这种地理环境，使
南田村产出的农产品是纯天然
无污染的。因为山上空气好，村
民饮水灌溉都用山泉水，周边没
有工业污染，农副产品受污染的
几率很小，产出的农作物正是城
市居民所热捧的无公害食品。而
且，其价格比市面上的要便宜一
半。言谈中，记者能感觉到村委
和村民都很急于把这些好的产
品销出去，但是苦于没有客源，
只能将这些产品贱卖给收购的
小贩。

但是并不是市民没有需求。
记者采访时就偶遇一队登山爱
好者，他们将自驾车子停在山脚
下，徒步上山游玩，沿途还采摘
了野菊花、花椒和野柿子。其中
一位市民说：“这里的山很干净，
没有污染，游客也不多，是登山
郊游的好地方。不过，知道这里
的人很少，交通也不方便，所以
村里的东西都卖不动。”

据悉，平时居民下山都要走
三四公里的山路，只有逢集的时
候，山下的私人营运车辆才会扎
堆过来载居民下山赶集、卖货，
因此不只是游客即使对村民来
说，出入山门也是一件很不方便
的事。有村民说，如果政府能够
打通南田村和山下的交通往来，
方便村民和游客出行，或许村子
的情况会好很多。

“我们村好几万斤柿子都要烂在枝头了，看着怪可惜的。”近
日，济南南部山区柳埠镇南田村村民向记者反映，村里数万斤柿
子无人采摘。15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南田村交通不便，柿子采
摘又比较困难，致使大量柿子烂在枝头。村书记田乃伟表示，欢
迎城里客人能来田间地头体验采摘，顺便还可以带点无污染、物
美价廉的当地农产品回去。

记者手记

▲黄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

交通不便>>

一一条条山山路路太太狭狭窄窄，，两两车车相相错错都都困困难难

村民诚邀>>

城里客人来采摘

有吃有喝还有拿

村支书田乃伟表示，如
果能有市民统一来村里采摘
农家乐，他可以组织村民到
村委统一售卖，这样市民既
能游览山村美景，还能品尝
美食和农家土特产，是一件
非常惬意的事情。

“只要来村里的市民，我
们保证用低价优质的农产品
招待，绝对让他们有吃有喝
有拿的。”田乃伟诚恳地说
道。

据媒体报道，济南将对
章丘刘河村、历城老峪村和
南田村、长清土屋村、平阴西
湿口山村这5个不适合人居
的村庄进行试点整合搬迁。
村民中聊天也经常提到这一
话题。

田乃伟说：“今后如果真
的村子搬迁，这样原生态的
农家生活也许就少了。”

田乃伟告诉记者，村子里最大
的问题就是交通太不方便了。因此，
村里很多农副产品都靠村委统一收
起来，然后找车辆运出去。

记者一路也体会到了。记者乘
车到达柳埠镇后，因当地没有出租
车，在镇上拦了一辆私人载客车上
山。私家车主一听记者到南田村，连
连摇头：“山路太难走了，道路曲里
拐弯，两个车都走不开，还都是上坡

路。”
记者沿途看到，过了九顶塔风

景区不远就到了进南田村的山路。
这条山路大约有三四公里，道路比
较狭窄，仅三米左右，一辆车经过正
好，如果两辆车交汇，几乎很难通
过，只能找稍微宽敞一点的地方错
车。记者上山时恰好遇到一辆下山
的轿车，幸运的是两车交汇的地方
是一个弯道，下山的车辆紧靠山边，

把记者乘坐的面包让过，看得人心
惊胆战。

“我们这里的条件达不到大量
私家车往来的交通条件，所以自驾
来玩的游客也很少。”田乃伟说，正
是因为山路狭窄、坡度大，所以不
管是私家车还是市民来玩的都比
较少。致使村里相对闭塞，虽然有
很好的土特产，但是就是吸引不来
客源。

67岁老人上树摘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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