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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威·烟台关注

中间环节过多，层层转手加价

菜价疯涨，菜农却没赚到钱
西红柿、青椒每公斤5 . 00元，

油麦菜每公斤8 . 00元……从7月底

开始，烟台市的菜价出现上涨。而

近期，一连多天的阴雨，更让市区

的菜价不断飙升。“白菜卖出肉价”

“一元买一根香菜”，无怪乎有市民

开始惊呼“吃不起菜”了。

然而，菜价的提升之下，本地

的菜农是否因此而受益呢？30日，

记者先后对烟台市最大的两个蔬

菜批发市场和附近的种菜村进行

了探访。

雨水浸泡之下，一块产量两百

多斤生菜的菜地，只拾出了几十斤

生菜。能卖的菜少了，转卖给菜贩

子的菜也贵不了几毛钱。至于其后

的市场高价，则出现在一个个市场

转手之中，很难加到菜农的身上。

菜贵了，种菜的人却开始日日

发愁。

连续阴雨天

地里的菜泡坏大半

29日，烟台一连八天的阴雨天之后，

天空开始放晴。30日，芝罘区套口村的菜

农一个个来到地里，收拾自家在大雨中

被浇坏的菜。

“都涝死了。”村民王占广站在自家

的四亩地地头上，沾满泥巴的大手捡起

躺倒在烂泥地里的一棵棵白菜。他拿起

一棵看看放下，又拿起一棵放下。手中的

白菜很多从根部就已经溃烂，提起一边

的菜叶，白菜就散了。

一旁的油菜地里，王占广的弟弟也

在忙着同样的活计，不过那块种满油菜

的菜地只剩下一地狼藉的菜叶，再往远

处看，还有他们弟兄俩辛苦了大半年收

拾起来的大棚辣椒、花椰菜，有的果实已

经埋在泥里。兄弟俩都不大说话，拾出还

算完整的菜，就堆在一边。

王占广是菏泽人，去年秋天来到烟

台种菜，比起同村的村民，他每月还要多

付近百元的租赁费，这也带给了他更多

的愁苦。跟他说起现在飞涨的菜价，这个
四十多岁的庄稼人一脸愁容地告诉记

者，菜价是比以前涨了一些，但是对于菜

农来说，根本没有挣到钱。大雨一下，原

本能收几百斤的菜只能捡出几十斤，而

每斤菜顶多涨两三毛钱，涨价根本补不

回地里烂菜的损失。“就这一段时间，我
这四亩地要赔3000多块钱。”王占广嘴里

不断重复着。

套口村是一个有七百多户的村子，

其中七八成的村民以种菜为生。这场雨，

让不少村民感叹“老天不帮忙”。“不涝这

场雨，多多少少还能挣点，现在只能赔
钱，近五十天的吃喝用，打的药、劳力全

白费了。”中午时分，不少闲聊的村民口

中，谈的净是这场恼人的雨。

“从来都是卖菜的挣钱，种菜的不

挣啊。”村民王大娘边摘烂菜叶边跟记

者说。

村民王占广心疼地捧着烂在自家菜地里的菜。

一棵菜经几道手

价格上涨近三倍

上午10点多钟，套口村村民唐富强

和妻子在芝罘区最大的蔬菜批发市

场——— 黄务批发市场卖完了菜，开着货

车赶回套口村。村口的主路上，王占广、

唐永进等几名村民等在这里“领钱”。

唐富强贩菜多年，每天他都拉着自

己村村民种出的菜，在黄务市场和那些

来自寿光、海阳、平度等地的大货车竞
争。隔着车窗，唐富强把一摞摞不厚的钞

票递给外面那些菜农。

“比前两天挣的多了吧？”和菜农唐

永进聊得熟络了，记者问道。“这可不由

我们定。”唐永进说，从前交易时，菜贩子都

要给了钱才能把菜拉走，但自从2003年非典

那会儿开始，菜不好卖了，就改了规矩。现在

菜农每天把菜供给菜贩，菜贩子出去卖了菜，

回来才给钱。而给多给少都要看菜贩子定，

虽然他们种菜的对行情多少有了解，但是

那个波动最敏锐的市场，他们“不知道”。

在套口村地头，几位村民给出了记

者几种常见蔬菜的价格，其中小白菜的

价格是每斤0 . 7元—0 . 8元，白菜1 . 0元，

油菜1 .1元。

30日下午，记者又走访了市区的向

阳市场和几家大型超市。在市区的超市，

白菜的价格为2元/斤，油菜价格为4元/

斤。仅以油菜算，卖到市民手中的菜比菜

农手中的菜价格增长了近3倍。“一般情

况下，菜从菜农手里出来到菜贩子那里，

要涨三四毛钱，到了一般的市场和超市，

这个过程是涨幅最大的，有的能成倍地

涨。”幸福蔬菜批发市场一位来自莱山机

场附近的菜贩告诉记者。

菜农尝试“直销”

建议政府收购

菜源少了，菜农为何卖不出高价

呢？芝罘区南里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目前的状况是，菜农通向市场的渠道

较少，只能求助于菜贩子代为销售，许

多菜贩子一起压价，压低了菜农卖菜

的价格。“听说他们经常一起开会。”这

位村民说。

而记者从烟台几大市场了解到，为

了减少菜贩子的中间环节，近年来已经

有不少菜农会直接进入第三层市场卖

菜。“这几年很多附近村的村民都会直接

过来，菜的价钱也相对便宜一些。”30日，

在芝罘区的红利市场，一位常年在此卖

菜的市民庄女士告诉记者，买菜农手里

的菜，价格相对会便宜一些，老百姓也因

此受益。

除此之外，为防止菜贩层层加价造

成的“市场高价，菜农赔钱”状况，相关人

士也建议，政府部门可以参与蔬菜的收

购。同时，物价部门也应加强监管，以稳

定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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