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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津蟋蟀搭台经济唱戏

逮虫子成了村里的大产业
养老保险

现场培训

公交驾驶员

实行星级评定
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马

瑛) 宁津县尤集村有“中华蟋
蟀文化城”之称，25日将迎来第
一届蟋蟀文化交流大会。20日，
记者了解到，逮虫子已成了村
里的大产业。

宁津县尤集村以蟋蟀闻名
全国，每年7月中旬至9月底，全
村老少齐上阵抓蟋蟀，在外打
工的村民也赶着回村，用村民
金旺的话说：“打工能挣多少
钱，抓蟋蟀挣个万儿八千的很
容易。”高宇和邓胜英是两个12
岁的小姑娘，两人手拿着几个
蟋蟀罐穿梭在收虫客(收购蟋蟀
的人)中，邓胜英说：“这都是刚
抓的蟋蟀，还没卖出去，昨天卖

了2个，一共60块钱。”来自上海
的收虫客告诉记者：“这个村子
全民抓虫，老的70多岁，小娃娃
只有10多岁。”

“目前为止，市场上最贵的
是前两天成交的 2 万块钱一
只。”海燕旅馆的肖瑞生告诉记
者，他从小在尤集村长大，不抓
虫的他开了个家庭旅馆，一个
简单的农家院被他分割成5个
房间，大房间带空调要100元/
间，小房间80元/间。“一季能收
入一万多元。”几百米的街道，
几十家家庭旅馆个个爆满。“街
道上有房子的，不管在外边做
什么生意，这个季节都回来开
旅馆。”有村民说。

尤集村的村支书尤先生
告诉记者，全村120多户家家
户户抓虫，平均每户每季收入
上万元，价值几万元的好虫也
有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去年
宁津县蟋蟀交易市场的日交
易额能达到300万元以上，年
交易额在3亿元左右，全县有
3 . 7万人从事与蟋蟀有关的产
业。

“地里都淹了，不少蟋蟀都
淹死了，人也没法下地去抓。”
有捉虫人说，往年每晚都能抓
到很多蟋蟀，其中会有四五只
好蟋蟀，而今年有时一天都遇
不到一只好蟋蟀。不少虫客听
说今年雨水大就没过来。来自

天津的辛先生告诉记者，他来
了一个多月了，才收到100只
虫，往年这段时间能收到两三
百只虫。

收虫客告诉记者，白虫是
指人工养殖的蟋蟀，虽然个头
较大但战斗力很弱。“这几年白
虫越来越多，没法管理，只能靠
收虫者眼力分辨，一般人看不
出来。”尤书记说。

“不好收了，老百姓越来
越精明，现在收不到白虫就很
好了。”来自上海的收虫客王
先生说，几乎每个收虫客都能
收到一两只白虫，根本没法避
免，白虫越来越多会影响市场
声誉。

小小的蟋蟀牵动
着众人的眼球。

百里挑一。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本报8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李根富) 日前，德州
市社保中心分11个批次对13个县市区
129个乡镇的200余名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业务经办人员进行了现场培训。

据了解，德州市城乡居民全部信
息数据已于7月上旬纳入全省城乡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系统，此次培训
以县市区为单位，县、乡两级业务经
办人员参加培训。培训采用工程师讲
解和学员现场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讲
解了参保人员登记、信息修改、缴费
申报及财务单据确认等业务，并就系
统应用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解答。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王衍
通讯员 武中南) 20日，记者从德州
市公共汽车公司了解到，为激励公交
驾驶员提高服务水平，公司对公交驾
驶员进行星级评定制度，近期正式对
驾驶员进行授牌，市民可以直观看到
乘坐车辆驾驶员的星级评定。

星级臂章共分5种，分别为一至
五星。公司每月对所有驾驶员进行
评定，并根据所得星级情况佩发相
应臂章。“每个月都要评比，能带动
司机的服务积极性，更好地为市民
服务。”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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