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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该熟没熟 瓜农欲哭无泪
瓜农质疑“早熟”瓜苗有问题，但目前监管和追溯体系还不健全
见习记者 宋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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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0日讯 (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卢曦)

济阳县名噪一时的能治
精神病的“神医”陈某竟是
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的游医，
将一名患者治死。日前，济
阳县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判
处陈某有期徒刑五年，并赔
偿被害人家属十五万余元。

事情得从2011年说起。
济阳县的王某在青岛打工
的时候认识了云游四方、自
称有祖传秘方可以治愈精
神病的陈某。听完陈某天花
乱坠的吹嘘后，王某对陈某
深信不疑并介绍陈某来到
了自己的老家济阳行医。陈
某来到济阳后，用自己的

“祖传秘方”先后治愈了四
名精神病患者，尤其是在治
愈了一个常年被家人关在
笼子里的重度精神病患者
之后，立刻声名鹊起，来找
陈某治疗精神病的人络绎
不绝，甚至还有人赞助陈某
开设了一家诊所。一时间，

“陈神医”风光无限。
2011年8月，外省的一

位女精神病患者刘某被家
人慕名送进了陈某的诊所。
陈某先让刘某停用了医院
开的镇定药物，换服陈某自
制的“祖传秘方”，然后让刘
某每天扛着重达八斤的沙
袋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刘某
不肯配合的时候，陈某就把
她牢牢地绑在床上，用皮带
抽打刘某的身体，将其打得
多处出血。十几天之后，刘某
因为全身大面积皮下出血导
致多器官衰竭，最后死在了
陈某的诊所里。陈某因涉嫌
犯非法行医罪投案自首后
被公安机关拘留并逮捕。

案件起诉至济阳县人
民法院，法院经审理后发
现，这个光环笼罩的神医陈
某居然只有小学学历，而且
没有取得过任何医师资格。
十几年前，陈某摆地摊治鸡
眼时遇见了一个摆地摊治
精神病的老头，老头把所谓
的“平生所学”传授给了陈
某。所谓的“祖传秘方”，不
过就是蛤蜊皮碾碎了泡在
即墨老酒里面。

本报6月10日讯 (记者
王光营) 9日，本报C1版

《公园还没建成，就上了旅
游年票》报道了市民游园却
遇公园在建一事。10日，山
东森林旅游年票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表示，黄河玫瑰湖
国家湿地公园为下属单位
误报，已对此情况进行核
实，并对王女士的遭遇致以
歉意。

“这是下属单位误报导
致的，我们对此表示歉意。”
10日，山东森林旅游年票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给本报打来
电话表示，山东森林旅游年
票是今年4月初开始发行的，
景点以森林公园为主，主要
是希望这些自然生态区能满
足市民休闲纳凉的需求。

据介绍，在发行之前，

为了能够有尽可能多的景
区供市民选择，有关部门通
过下属单位将所属景区逐
一申报。由于旅游年票发行
时间较近，主管部门对景区
了解不够，在申报过程中确
实存在部分景区基础设施
建设不到位，无法满足游客
游玩需求的情况。

这位负责人表示，山东
森林旅游年票网站已经贴
出通告，因黄河玫瑰湖国家
湿地公园、平阴大寨山省级
自然保护区目前接待条件
不完善，请持有森林旅游年
票的广大市民，优先选择其
他景区。对于山东森林旅游
年票给持有者带来的不便，
这位负责人表示歉意，将争
取改进工作，给游客提供优
质的服务。

早熟西瓜

迟迟不熟
“没赶上好价格，这几个月算是

白忙活了。”5日上午，在济阳县太平
镇北刘桥村的地头上，瓜农郑云福叹
了口气。今年他家一共种了6亩大棚
西瓜，其中早熟西瓜3 . 4亩，晚熟西
瓜2 . 6亩。按照经验，早熟西瓜往往
能赶上个好价格。

但是，“算算时间，到天数了，早
熟西瓜为啥迟迟不熟？”另一位瓜农
刘克宝掐算起时间，2月15日他栽上
瓜苗，3月 2 1日授粉。按照往年经
验，从授粉到成熟只需40天左右，
也就是说5月1日前后，西瓜就应该
成熟上市了。

但是刚过五一，他摘下一个
瓜，切开不熟，再摘下一个瓜，还是
不熟。一连两三天，摘下的瓜都不
熟，瓤子还发白。他想“可能今年就
是熟得晚一点，再等等吧”。可是一
晃一个星期过去了，西瓜还是没熟
好，这下他可着急了。“一直等到5
月10日以后，才开始有成熟的瓜。直
到5月20日，才开始大量上市。”刘克
宝说。

对于瓜农来说，晚熟十多天可
不是小事。相邻的东纸坊村瓜农王
照斌说，西瓜3天一个价，越往后价
格越低。5月1日前后，大棚西瓜刚
上市时，能卖到每斤2 . 5元左右，5
月10日以前平均价格也能达到每
斤2元左右。但是等到他家的瓜上
市以后，卖出的最高价格只有每斤
1 . 55元。

郑云福说，他家的3 . 4亩大棚西
瓜今年一共产出2万斤左右。5月10日
卖出的首批瓜价格为每斤1 . 55元，
这也是卖出的最高价格，一共3000
斤；第二次卖了868斤，每斤价格降
为1 . 2元；第三次卖了5 7 0 0斤，价
格直降为0 . 75元；最后一次卖瓜是
5 月 2 9 日，一次性清理了 5 0 0 0 多
斤，价格只有0 . 6 5元。“如果成熟
期没有延迟，保守估计平均价格能
卖到1 . 5元以上，而现在平均价格
只有8毛钱左右。”他说，2万斤西瓜
只卖了1 . 5万元左右，毛收入比预
期减少将近一半。

瓜苗品种

咋不对头
除了瓜成熟期推迟外，郑云福、

刘克宝和王照斌这3位瓜农还有一个
共同点：他们购买的是同一个育苗户
的瓜苗。“我们觉得成熟期之所以推
迟，主要是因为瓜苗的质量有问题。”
据他们介绍，瓜苗是从邻近的孔家坊
村一位育苗户阎先生处购买的，这位
育苗户算是个体户，自己弄了几个大
棚，用西瓜种培育瓜苗，有将近20年
的育苗经验，多年来附近有不少瓜农
买他的瓜苗。

按照惯例，前去购买瓜苗的瓜农
跟他签订合同，合同内容包括瓜苗品
种、数量、单价等。据3位瓜农介绍，按
照合同约定，他们购买的品种是早熟
双星，特点是熟得早、瓜瓤呈大红色。

“合同上写的是，从授粉到卖瓜只需
要38—41天。”郑云福说，而他们的西
瓜从授粉到卖瓜相隔50天，从授粉到
大量出售相差将近2个月。

“瓜苗是挺爱长，但是品种不
对。”刘克宝说，从成熟期和瓜瓤颜色
来看，他们的西瓜都不像早熟双星。早
熟双星的瓜瓤是大红色的，而我们的
西瓜瓤是粉红色的。说着，刘克宝切开
一个西瓜，“你看看，到现在都2个多月
了，瓜瓤还是粉红色的，还白一块红一
块的”。另外，早熟双星的皮比较薄，平
均只有0 . 5—0 . 7公分，但是这个瓜皮
厚，足有1 . 5公分。“来收瓜的客户说，
这个瓜的品种应该是台湾风光，怎么
看都不像早熟双星。”王照斌也说。

“上次来了一个客户，我们都谈
好了价格，每斤1 . 65元，但是人家切
开一看，皮厚、颜色又不正，接着就不
要了，3000多斤瓜愣是没卖出去。”郑
云福说，成熟期推迟、瓜瓤颜色不对，
导致他家的西瓜收入减半，扣除肥
料、农药、大棚投入所剩无几，人力也
算是白搭上了。

种苗监管

体系不全
据了解，在邻近的几个村里，跟

这3位瓜农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好几十

户。他们找过育苗户阎先生，但用瓜
农的话说“他总是推脱，不跟你谈正
事儿”。

记者多次拨打阎先生电话了解
情况，其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至
此，瓜苗是否确实存在质量问题，还
难下定论。但是瓜苗是用什么种子培
育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谁都可以
育苗并出售吗？在整个瓜苗的生产和
销售过程中，有没有人监管？这些都
是一直困扰瓜农的问题。“一旦买到
劣质瓜苗，大半年就白忙活了，保本
还算好的，有些大面积减产的，赔得
哭都没处哭。”在采访中，多位瓜农提
到，他们基本都有过买到劣质瓜苗的
经历。

对此，记者采访了济阳县太平镇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一位负责人说，
太平镇虽是一个西瓜种植大镇，但是
瓜苗的培育和采购都是分散的。“大
型的种苗公司一般比较保险，技术发
达，而且合同上也都注明责任，要是
出了问题好解决；但是育苗的散户就
难有保证了，出现纠纷也比较难以解
决。”这位负责人说。

种苗能追溯吗？济阳县农业局监
察执法大队的一位负责人说，到目前
为止，种苗追溯还难以实现全覆盖，
给每一株瓜苗建档案还不现实，大量
育苗的散户存在，而种苗交易又是市
场行为，难以统一建档追溯。

散户有资质育苗销售吗？是否有
准入门槛？这位负责人解释，按照种
子法相关规定，培育和销售小麦、玉
米、棉花、大米和水稻等五种主要农
作物，需要有生产经营许可证。但是，
现在的种苗法规尚未为西瓜育苗设
置许可，种苗公司要办营业执照，但
是对散户来说，就没有什么证照可言
了。“没有必须获得许可的规定，散户
育苗销售也就谈不上违规了，这算是
一个漏洞吧。”

对于这几十户瓜农的遭遇，济阳
县监察大队的负责人表示，瓜农可以
向监察大队投诉，“我们可以帮助联
系相关专家，对西瓜品种和质量进行
鉴定”。如果鉴定结果表明，确实是种
苗的质量有问题，监察大队会进行测
产和估价，核算出瓜农的收入损失，
责令育苗户赔偿损失，并可以按照违
法所得的一定比例对育苗户进行行
政处罚。

今年大棚西瓜的价

格坚挺，特别是“五一”

前后上市的西瓜，每斤

能卖到2 . 5元左右，这让

省城周边的不少瓜农都

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但济阳县太平镇几十户

瓜农却怎么也高兴不起

来。他们种植的大棚西

瓜成熟期比预期迟了十

多天，没有赶上好价格，

导致收入减半。而瓜农

认为，原因是瓜苗质量

问题。

《公园还没建成，就上了旅游年票》追踪———

负责人表示：将积极改正

只有小学文化 当地名噪一时

“神医”治死患者被判五年

瓜农掰开一个60多天才成熟的西瓜，皮很厚，瓜瓤呈粉红色。见习记者 宋立山 摄

本报6月10日讯 (记者
尉伟 实习生 齐绍安
杨斐斐) 6月10日凌晨，

一的哥送俩乘客去火车站
时，车子突然在历山路北段
的铁路桥下抛锚。因当时大
雨倾盆，担心误了火车的俩
乘客和怕车被淹的的哥连
忙报警求助。110民警迅速
赶到，先是将抛锚的出租车
拖出危险地段，后又将两名
乘客送往火车站。

6月10日凌晨3时30分
许，的哥孙师傅送两名外地
乘客去火车站。谁想，在他
路过历山路北段的铁路桥
下时，因当时大雨倾盆、出
租车的雨刮器又有点毛病，
孙师傅就在桥洞下靠边停
车，下车修理了一下雨刮
器。结果，等孙师傅再回到
车里准备离去时，车子却突

然熄火，再也打不着了。
此时外面的雨越下越

大，车上的两名乘客也非常
着急，催促孙师傅，他们还
要去火车站赶火车。车内的
两名乘客着急，可孙师傅更
是心急如焚，他望着哗哗的
水流，担心自己的车被淹在
桥下。

情急之下，孙师傅连忙
报警求助。很快，在附近巡逻
的110巡警迅速赶到现场。由
于孙师傅的出租车当时正停
在桥洞下的低洼地段，为防
止出现意外，110民警迅速把
拖车绳系到出租车前，将出
租车拖到安全地带。

由于孙师傅的车子仍
无法启动，此时打车也很不
方便，110民警又驱车将孙
师傅车上的两名外地乘客
送至火车站。

急雨中出租车抛锚 乘客担心误了火车

巡警拖出租车又去送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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