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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村镇种两万亩西红柿，不少村民现在直发愁———

收收购购价价跌跌六六成成 一一个个大大棚棚赔赔两两万万

2015年1月1日，由宁阳县委
宣传部、宁阳县文联、宁阳县书
法家协会、泰安德信合作社等联
合举办的宁阳县首届“德信杯”
老少牵手共筑中国梦书画展，在
宁阳县文庙拉开序幕。

2015年新年第一天，清晨的
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七八度，宁阳
县文庙里面却熙熙攘攘，热闹非
凡。原来宁阳县首届“德信杯”老
少牵手共筑中国梦书法展开展，
全县的书法爱好者闻讯赶来，共
同参加宁阳县书画界的这一盛
会。前来参观的有跟着家长刚刚
进入学龄的少年，也有白发鬓鬓
的老者，三百多人耐心等待开展

时刻的到来。
泰安德信合作社理事长裴

兴鹏在致辞中强调，德信合作社
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为民服
务，帮民致富”的根本宗旨，始终
坚持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带领社员共同致富的同时不
忘肩负的社会责任。习近平主席
一直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发扬，重视传统文化
教育事业，全体德信人积极响应
党和政府号召，热情投身于中华
传统文化的推广与弘扬中，以微
薄之力，倡导全社会形成尊重传
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弘扬传
统文化的优良风气，在带领更多

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同时，更加注
重引导传统文化在百姓中的普
及。德信合作社将始终支持宁阳
县公益事业。

据介绍，经过一个半月的筹
备工作，本次书画展在全县共征
集作品280余件，从中精选出入
展作品100余幅，参展作者最大
81岁，最小只有7岁，真可谓老少
牵手，文化传承。本次参展作品
涉及各体书法、山水画、花鸟画、
人物画等，参展作品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门类齐全。本次书画
展无论从征集作品数量，还是入
展作品数量，以及入展作品水
平，都超过了以往，创造了宁阳

县书画展历史之最。另外，多名
以前在宁阳县任职的老领导也
送来了祝贺作品，表达了对宁阳
书画水平的认可以及对宁阳县
深深的怀念之情。

宁阳县首届“德信杯”老少牵

手共筑中国梦书画展成功举办，
为泰安德信合作社2015年更多的
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开了一个好
头。在新的一年里，德信合作社将
在裴兴鹏理事长的带领下，更好
的为老百姓服务。 （赵兴超）

宁宁阳阳县县首首届届““德德信信杯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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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斤卖五元

今年五块钱三斤

6日，记者调查市场发现，入
冬以来，昔日高价大棚西红柿，今
年成了平价菜，在市场蔬菜摊上
仅卖2元左右，在超市也不过2 . 3
元左右。

“西红柿便宜了，五块钱三
斤，快来买吧。”中七里社区附近
一蔬菜商贩拉着一大车西红柿四
处招揽顾客。“这两天西红柿还便
宜了，上个星期还卖2块2一斤，现
在才2块钱左右。”乐园小区附近
一蔬菜摊主说，入冬以后，西红柿
从露地菜转为大棚菜，由于大棚
种植费用高，价格会有上涨。去年
冬天西红柿卖到5元一斤的高价，
今年入冬以后，西红柿价格不仅
没涨上去，还有下跌。“这两年都
没有这么便宜过，今年不知道是
怎么回事。”

根据泰山区物价局统计，

2014年1月初，4家超市西红柿均
价在3 . 7元/左右，最高价4 . 29元
/斤，2月份西红柿价格继续上涨，
平均价格4 . 5元/斤以上，最高价
格5元/斤左右。

收购价三年来最低

一个大棚赔两万元

在中七里摆摊的石先生说，
他本身是种植户，大棚在满庄镇。

“今年西红柿价格比去年便宜了
一半还多，很多种西红柿大棚的
都赔钱了，有的一个棚赔两万
多。”

6日，记者来到泰安市西红柿
生产重镇房村镇。大棚里的西红
柿还剩下最后一茬，枝头、地上还
有不少西红柿没收。

“今年西红柿收购价格才
1 . 2元一斤，最好的收到1 . 7元一
斤。”西红柿种植户李衍刚说，去
年西红柿收购价格3元每斤，今年
价格下跌了一半还多。今年西红
柿价格是近三四年来最低。

“今年这个价格，大棚种西红
柿根本不赚钱。”李衍刚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一个大棚一季能产2万
斤西红柿，收入2万元左右，而仅
前期种子、化肥投入就8000多元，
刨去成本几乎不赚钱。“特别是新
盖大棚的种植户，更是赔钱了。”
李衍刚说，盖一个大棚需要至少8
万元，以往空棚出售都很抢手，今
年不行了。

房村镇农办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全镇西红柿种植达2万多亩，
每天交易量超过20万斤。农办主
任李衍虎介绍，虽然房村镇西红
柿质量好、不愁销路，但今年西红

柿价格下跌，不少西红柿种植户
打算转型转产。

明明是本地产

贴上标签成“寿光”

“我种植西红柿已经4年多
了，但还是价格变动掌握不好。”

42岁的李衍刚介绍，往年西红
柿价格比较稳定，自从3年前价格
忽然涨高后，价格就不稳定了。

“西红柿种植需要水土条件
高，资金投入高。以前种植面积
小，后来因为涨价，不少农民投入
种植西红柿，价格自然就下来
了。”李衍刚说，他听说现在海南
也种植西红柿，收购价格才七八
毛钱一斤。

“房村镇西红柿种植是从
1995年开始发展的，现在已经成
了规模，但是房村镇西红柿没有
自主品牌，只能运往寿光，贴上寿
光标签。”房村镇农办主任李衍虎
介绍，镇政府想了各种办法帮助
西红柿产业发展，目前已经注册
了泰山珍珠品牌，但是只针对小
西红柿，不针对大西红柿。

“镇里想要引进西红柿深加工
企业，延长西红柿产业链，帮助农
户提高收入，但现在还没有实现。”
房村镇宣传办主任孟娟介绍，西红
柿深加工的空间不大，只能制成番
茄酱、果汁等，而且果汁加工对西
红柿成分有一定要求，当地产西红
柿并不适合，所以目前只能走简单
的种植和收购的道路。

“村里有一小部分实现了订
单生产，但规模很小。”孟娟介绍，
订单生产能够避免价格波动风
险，但是目前还未形成规模。

本报泰安1月6日讯(记
者 赵兴超) 岱岳区房村
镇一名八旬老人3日下午出
走，已经3天时间没有音讯。
老人患有哮喘病，但腿脚利
索，希望看到的好心人能联
系他们。

6日，家住岱岳区房村
镇的苗女士，为爷爷走失
的事情急得焦头烂额。忽
然出现的大风降温，让一
家人更加担心老人身体。3
日下午，今年已经八十岁
的苗女士的爷爷苗运德老
人，给家人留下一封书信
后离家出走。

苗女士说，书信上写的
文字比较凌乱，大致内容写
的是老人和二弟的一些往
事，家人没看出与离家出走
有什么联系。老人离家时穿
着一件深蓝色偏黑羽绒服，

下身穿同颜色裤子，头戴带
帽檐蓝色帽子，拿着一个黑
色老式提包和一些零钱。老
人腿脚比较利索，有些耳
背，患有哮喘病，偶尔犯糊
涂。

据家人介绍，老人前几
天给老伴上坟后，老人的心
情就一直不太好。三年前老
人曾经离家出走过一次，当
时自己报了旅行团想去外
地，被家人在火车站找到。
三天时间里，家人找遍了周
边老人可能去的地方，包括
乡镇上的客车，都没有老人
的消息。家人到派出所报了
案，调取监控也没找到老人
身影。

如果您曾经见到过老
人，可以联系老人的孙女苗
女 士 ，苗 女 士 手 机
15621327196。

本报泰安1月6日讯(记
者 邢志彬 通讯员 王
超 孙守泉) 史秋菊与宁
阳老家的亲人三十多年没
联系，听说老家还有个表哥
就来寻亲。堽城派出所民警
帮她走访辖区里13名同名
人找到她亲人。

40岁的史秋菊祖籍山
东省宁阳县堽城镇东台村，
父亲早年去了东北后在黑
龙江省鹤岗市娶妻生子落
户。她年幼时曾随父回老家
探亲，后来因家中变故与老
家失去联系。

近日，史秋菊一家听说
老家还有亲人，就想来寻
亲。1月6日上午，她受家人
委托来到堽城派出所求助。

但因为太长时间不联系，只
知道姑母家有个表哥叫王
伟，今年四十多岁，其他信
息一无所知。

值班民警李强接待了
她，经过人口信息警综平台
帮助查寻筛选出四十多岁
名叫王伟的辖区有13人。通
过这些同名人所在村委和
单位负责人，联系核实，走
访查找。

经过3个多小时的联
系，当查询到第7人堽城镇
苑庄村的王伟时，与史秋菊
要找的人身份相符，双方很
快见了面。史秋菊对宁阳好
民警的热心相助十分感激，
下午2点多，史秋菊女士握
住民警李强的手深表谢意。

八旬老人留封信

离家三天没音讯

表兄妹三十年没见

民警帮“牵线”

入冬以来，西红柿
零售价比去年便宜一
半，收购价也从去年3
元每斤降到 1 . 2元一
斤。岱岳区房村镇是西
红柿种植重镇，今年收
获2万亩西红柿。农民
反映，西红柿倒是不愁
卖，就是价格太低，根
本挣不出本钱。

当季西红柿还剩最后一茬，图为种植户摘西红柿。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世腾

老人照
片。 (家人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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