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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边边摊摊富富硒硒洋洋香香瓜瓜八八成成是是假假的的
崔寨镇香瓜大多靠市民采摘，瓜农很少直接售卖

本报记者 刘慧

香瓜市场不佳
村民改种西红柿

20日上午，齐鲁晚报记
者来到位于崔寨镇的济南市
农业科技示范园，进入示范
园，发现道路两侧的土地基
本上都被蔬菜大棚给占领
了。此时正好有几位市民来
示范园采摘香瓜，瓜农们切
开香瓜对他们进行了热情的
招待。“这瓜的口感真是不
错，很甜爽，吃起来还带有一
丝浓香。”采摘的市民刘女士
说。

“整个崔寨镇不光是我
们村种植香瓜，还有几个村
也是以种植香瓜为主。”瓜农
李先生说，因香瓜价格较高，
普通百姓很少进行购买。另
外，他们种植的香瓜大多在
五一前后集中上市，“这段时
间樱桃、杏、油桃等水果已大
量 上 市 ，香 瓜 很 难 卖 上 价
去。”

据崔寨镇秋洼村的村民
介绍，他们村一共有40多户居
民，但蔬菜大棚数量却多达
120个。“也就是说，我们村一
户居民就有三四个大棚。”这
120多个蔬菜大棚原先全部用
来种植富硒洋香瓜，但后来因
香瓜市场不佳，大多村民都改
行种了西红柿，“现在，我们村

也就60多个大棚是用来种香
瓜的。”

若能提前上市
价格就能贵一些

据秋洼村村民李先生介
绍，他们家共有7口人，5亩多
的地建了4个大棚，其中有3个
用来种植香瓜，另外一个种植
了西红柿，目前香瓜的价格大
约每斤3元，一亩地可产香瓜
三四千斤，也就是说，他3个大
棚的香瓜还不如一个西红柿
大棚挣钱多，“这也难怪为啥
我们村这么多改种西红柿
的。”

“因为这个事，我们村的
村民只要大棚里的活不忙了，
就都凑到一起商量怎么才能
把香瓜的价格提上去。”村民
说，后来他们求助了一位香
瓜种植技术员，说是可以自
己培育香瓜苗，提前进行种
植，“这样就能赶在五一之前
成熟。”

五一之前，市面上还没有
季节性水果上市，若香瓜能在
此时进行销售，不管是销量、
价格，都能提升若干，“今年五
一之前香瓜的卖价均在每斤
10元左右，虽然香瓜个头不
大。”瓜农李先生说，那个时候
昼夜温差较大，香瓜口感好，
比较受顾客喜欢。

另外，香瓜苗的价格为
0 . 8元/棵，一个大棚需要1700

棵左右，总价为1360元。“村民
如果能自己培育，这方面支出
便省下不少。”村民说，不过，
崔寨镇大部分香瓜还是五一
之后上市，“现在正好是香瓜
大量上市的时候。”

市民体验采摘
应学会爱惜瓜秧

“我们这边种植的香瓜很
少由我们自己进行售卖，大多
时候还是靠采摘。”村民李先
生说，赶上一些楼盘活动、促
销活动，他们都会组织采摘团
来他们这边进行采摘，“有的
时候一次能来100多人，进出
大棚都得排队走。”

一个大棚的香瓜接待三
四批这样的采摘团，基本上
就被抢购一空了。据李先生
介绍，其实他很不喜欢接待
100多人的采摘团，因为人数
太多，他们家两个人根本看
不过来，“一些素质较差的购
买者，有时不给钱就走了。”

再有，很多市民在采摘
过程中对瓜秧一点都不爱
惜，损坏比较严重。“现在，再
有团队过来我们这边采摘，
我就会问他们的人数，超过
30人不接待。”李先生说，还
有很多市民图方便、便宜，会
在道路两边的摊位上买瓜，

“虽然这些摊位打着富硒洋
香瓜的名号，但80%都是假
的。”

6600家家新新型型农农业业经经营营主主体体获获扶扶持持
扶持资金达810万元

本报5月26日讯（通讯员
张远辉 记者 梁越） 近

日，齐鲁晚报记者从济阳县农
业局了解到，2016年济南市农
业局重点项目建设计划日前
下达，济阳县60多家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共获得扶持资金810
多万元。

据济阳县农业局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为加快全县各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
今年以来，该县农业局积极按
照上级项目申报要求，成立专
门队伍，做好实施主体的评
审、考察工作，经过层层上报，

最终从全县项目库中筛选出
60多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确
定了扶持对象。

此次获得的扶持资金主
要来自市级项目，既有项目奖
励，又有贷款贴息，单个补贴项
目从8000元到30万元不等。资金
拨付到各实施主体后，各单位
将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要求
使用资金，做到专款专用。

“在领到15万元的市级奖
励专项资金后，我们打算用这
些钱进一步完善建设合作社
种植基地的基础设施，引进甜
瓜新品种，组织合作社成员系

统学习种植技术，实现更好的
经济效益。”新市镇史家寺星
火富硒甜瓜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张太勇说。

据了解，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大力发展多种形式
的适度规模经营，是解决农村

“谁来种地”问题的根本途径。
截至目前，全县共有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都市
农业园区、家庭农场等各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近1500家，流
转土地20万亩，在农业现代化
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耿镇成立专门领导小组

秸秸秆秆禁禁烧烧，，7711个个村村签签责责任任书书
本报5月26日讯（通讯员

吴莎莎） 夏收即将全面开
镰，秸秆禁烧工作也将进入关
键时期，孙耿镇提前谋划，多
措并举，积极备战今夏秸秆禁
烧工作。

该镇成立以镇长为组长、
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农办和管
区工作人员组成的秸秆禁烧工
作领导小组，与全镇71个行政村
层层签订责任书，明确秸秆禁
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做到责

任到位、监管到位、防范到位。通
过出动宣传车、悬挂横幅、张贴
公开信等不同形式，对秸秆禁
烧工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
传，进一步提高了全体镇村干
部对秸秆禁烧工作的认识。

不断加大执法巡查力度，
加强对田间地块的巡查。积极
推广玉米机收和保护性耕作机
械化工作，鼓励群众综合利用
秸秆，加强信息交流和技术推
广，大力推广秸秆青储、秸秆沼

气、秸秆还田等技术，为农民多
渠道增加收入创造条件。

孙耿镇积极推广秸秆还
田的综合利用技术，疏堵结
合、标本兼治，以杓子李、魏家
等奶牛养殖基地为依托，加大
秸秆收购力度，推进秸秆机械
化还田，改善土壤结构，提高
土壤肥力。帮助联系相关企业
对秸秆进行回收，秸秆禁烧从
一件困扰群众的“难事”变成
了惠民的好事。

本报5月26日讯（通讯员
安乐 张涛 记者 梁

越） 为帮助农村残疾人更
好地掌握种植技术，拓宽就
业渠道，近日，曲堤镇在西
魏村残疾人扶贫基地举办
了曲堤镇残疾人蔬菜黄瓜
培训班，该镇共有60余名残
疾人参加。

培训班上，大棚黄瓜种
植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详细讲解了黄瓜的栽培方
法、施肥技术及病虫害防治
知识，对黄瓜新技术的推广
使用进行宣传普及，指导大

家学习黄瓜大棚种植与管
理技术，并主动为他们提供
销售渠道。

讲课结束后，大棚黄瓜
种植专家带领大家到大棚
内查看，针对学员们提出的
问题，专家一一进行了详细
解答。培训结束后，该镇还
为每位参训人员发放了化
肥等农资。

本次培训共持续两天时
间，不仅丰富了参训残疾人的
种植知识，增长了他们的见
识，同时还帮助他们树立起自
强创业的信心。

孙孙耿耿镇镇今今年年拟拟改改造造
3399户户农农村村危危房房

本报5月26日讯（通讯员
吴莎莎） 今年，孙耿镇计

划改造39户农村危房，户均补
助修缮不低于5000元，翻建不
低于1 . 4万元。

据介绍，按照济阳县建
委 2 0 1 6年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安排，今年孙耿镇的危房
改造任务为 3 6户。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危房14户，未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
22户。孙耿镇将优先解决住

房最危险、经济最困难农户
最基本安全住房要求，农村
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残疾
人家庭和其他贫困户为优
先改造对象。

据了解，今年，孙耿镇村
级上报危房改造贫困户59户，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7户，由
县住建委等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复核，审批通过了39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危房14户。目前
正在进行危房户公示。

6600余余名名残残疾疾人人
参参加加技技术术培培训训班班

说起济阳县崔寨镇，市民第一印象便是那里种植的“富硒保健洋香瓜”。这种
香瓜口感浓香，经常食用有防癌抗癌、抗衰老、美容之功效。据了解，崔寨镇香瓜
大多靠采摘进行销售，而在路边摊售卖的香瓜80%是假的。

崔寨镇秋洼村瓜农正在大棚内照看香瓜。 本报记者 刘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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