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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5

这几天吃素吧

网友支招助菜农过难关

本报 4 月 28 日讯(记者

于潇潇)“菜贱伤农”成为近期

市民关注焦点。27 日，为帮助

菜农渡过难关，百度“潍坊吧”

吧友发起“素食三天助菜农”等

一系列活动，活动将持续两周，

希望能用实际行动帮到菜农。

28 日下午，记者在百度

“潍坊吧”上看到一篇题为“菜
贱伤农，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素食三天助菜农’系列活动”

的帖子，帖子作者“ 365 幸运

星”呼吁网友，在农民朋友遭遇
困境的时候团结起来，向农民

伸出援手。在活动期间至少三

天时间尽量吃素，多吃、多购蔬
菜。“素食三天助菜农”活动细
化为 8 项内容，其中包括晒买

菜照片、寻找民间做白菜、卷心

菜的高手晒菜谱、晒吃素菜的

照片、晒菜价、五一自驾游购

“爱心菜”等。活动时间为 4 月
27 日至 5 月 10 日，积极参与的

网友还会获得纪念礼品。

网友“不负自己”在跟帖中

表示对这个活动强烈支持，因

为自己也是农民出身，知道农
民甚是不易！一名网友则建议，

要扩大营销宣传，打开市场销
路，千方百计帮助菜农把蔬菜
卖出去，尽力卖出好价钱，最大
限度降低价格波动给菜农带来

的损失。

记者随后联系到活动发起

方，百度潍坊吧吧主张先生，他

告诉记者，由于自己出生在农
村，对农民的生存状况多有了

解，媒体对“菜贱伤农”的报道

让他产生共鸣，希望能尽自己

的一份力量帮助农民渡过难

关。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虽然

小，但相信通过众多网友的共

同努力，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菜农的危机。

“我能体会庄稼人的苦”
访“小绿腰”萝卜店老板周显军

格子 T 恤，细边眼

镜，稀疏的胡茬，爽朗的

笑声，周显军给人的印象
根本不像一个开了五家连

锁店的老板， 38 岁的他说

干自己这行显老，但他做

的很开心。

28 日上午，还不到 7

点，周显军吃了四个包子

之后，就开车前往昌乐菜
农的大棚。今天他增加了

一辆轻卡，计划多拉几趟，

赶在“五一”之前把菜送

完，他担心那时社区居委

会放假，菜送不出去。

周显军说，看到菜农
的菜卖不出去，只能扔到

沟里，烂在地里，他心疼。

“我也是庄稼人，能体会庄

稼人的苦。”

每一趟车周显军都亲
自去，在昌乐宝城街道薛

家村刘春芹的白菜大棚
里，周显军挽起袖子，亲自

下地帮着一起搬白菜，菜
拉回潍坊，他又爬上车，把

白菜往下递。他说，自己卖

萝卜，这些事经常干，自己

干省心。

卸完白菜，周显军吃

两个火烧当午饭就又赶到

菜农大棚，结果周围的农
田里已经没了白菜，他就

联系菜农，最后收了一些

甘蓝，装满一万斤之后送

往社区。截止 2 8 日晚 7

点，周显军已往 6 个社区
送了近 58000 斤白菜和
5000 斤甘蓝。

看到菜农为了白菜伤

神，作为萝卜店老板的周

显军自然而然的想到了萝

卜身上，从他 2003 年开始
从事萝卜行业以来，价格

逐年看涨，而且市场稳定。

现在市场上的精品潍

县萝卜，价格都在 10 块钱
以上，论根卖，品相差一点

儿的萝卜在店里也能卖到
5 块钱左右。

周显军说，他有 5 个

连锁店，他现在跟农户都

签着合同，200 多亩地为

他供应萝卜，不管市场价

格如何，他都给农户一个

保底价，市场涨，价格涨，

市场跌，价格不会跌，市场

上的风险都有销售商来承

担，农民只要种好萝卜就

行，不用担心其他的问题。

现在萝卜市场越来越

大，更重要的是市场价格

很稳定，不像白菜一样大
起大落。白菜的种植，或许

可以借鉴一下这种模式。

本报记者 张浩

菜价已被明显撬动

白菜每斤至少涨了五分钱
本报 4 月 28 日讯(记者 张

浩)28 日，周显军又添了一辆轻卡

来加快送菜速度，受爱心菜行动

的影响，当地菜价有明显的上浮，

至少一毛五一斤。

28 日上午，周显军让两辆车

分两路收购白菜，一辆去昌乐南

郝村，他跟随另一辆来到昌乐宝

城街道薛家村。听说有人献爱心

来收购白菜，不少村民都过来帮

忙介绍。从上午 7 点到下午 7 点，

周显军一刻没停，送完最后一车

白菜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受到

爱心菜行动的影响，当地菜价已

经有了明显的上升。周显军说，今

天收的白菜跟昨天相比，价格都

有所上升，所收菜价已经到了一

毛五一斤。

“说明我们的活动起作用
了。”周显军最担心的就是即使自

己买回了 10 万斤白菜，菜农地里

的菜还是卖不出去。现在让更多

的人关注到菜农，虽然自己多花

了钱，但心里很有成就感，感觉一

个小杠杆撬动了大市场。

周显军说，接下来一毛五一

斤收不到菜了。已经送出六万多

斤白菜，离自己的目标还差不到

四万斤，他想着尽量的在明天把

菜收齐，早点送完早点放心。

周显军亲自进菜地收菜。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一菜农正在装车。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