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多卖点白菜 凌晨抢摊位
今年白菜丰收价格也便宜，菜农们为销路犯了愁

本报11月11日讯 大白菜是咱北方
常吃的过冬菜，今年风调雨顺，白菜长势
喜人，可菜农们却为卖菜犯了愁。零售价
格已经低至四五毛，销量却不见增加，曾
经到地头收菜的商贩今年也没了踪影。
为了赶在风雪天来临前把菜卖掉，不少
菜农凌晨就赶到菜市场占位子卖菜。

9日早上6点多，红利市场上买菜的
人并不多，卖菜的摊主们已经把菜摆弄
好了。这个季节，市场上供应最多的便是
冬储大白菜和萝卜。记者从市场上走了
一圈，有6车大白菜在等待出售。据了解，
这几位摊主都是菜农，他们都是自种自
销。他们最早的凌晨一点多就到了红利
市场，最晚的也是在五点前到的。白菜的
价格也略有不同，1元2斤或者3斤都卖。

“今早一点四十多我们就到这里
了。”家住高新区刘家埠的宇克杰说，凌
晨一点钟他就开着农用三轮车出发了。
54岁的他坐在马扎上，双手缩在袖子里，
等待着第一个买主的到来。宇克杰说，由
于没有固定的摊位，他必须早早来到市
场抢占一个好位置，以便能卖出更多菜。
在他身后罗了一堆白菜，大约有130多棵，
地上还摆着三捆菠菜和一小堆萝卜。

天气冷，到市场的时间又早，老宇特
地带了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他裹着那
件大衣在马扎上坐了4个多小时直到天
亮。

“咱庄户人家，累点也没什么，就是
菜不好卖，挺愁人。”宇克杰说。5毛钱一
斤的大白菜，他4毛也卖，如果是饭店的
要得多的话，3毛5也可以商量。他家种植
了三亩白菜，大约有三万多斤，都需要运
到市场上来卖。“卖好了一天能卖100多
棵，卖不好也就是80多棵。”按照这个速
度他要卖到“小雪”节气之后。

今年秋季白菜一上市，河北、天津、
东北、山东等地白菜就出现了滞销。2010

年，白菜零售价到了1元甚至更高，那时
候商贩们开车到地头收购白菜。现在，价
格降到了三五毛，商贩们觉得没有利润
可言，不再收购白菜。另外，由于今年白
菜丰收，各地白菜的产量较大，近期其他
蔬菜价格也不高，市民储存白菜的热情
也有所下降。

抢收白菜

吃了碗面条就到了地头

进入高陵镇，一排排蔬菜
大棚整齐排列，这里是有名的
蔬菜示范基地。

高陵镇的南辛裕村是现
在露天蔬菜种植比较集中的
一个村，田地里绿油油的便是
等待出售的大白菜。

9日下午，记者见到了村
民们口中的“种菜大王”———
乔功勋。两点半，他和媳妇从
红利市场赶回家中。急火火的
两人没时间做饭，一个亲戚家
做了面条，他们每人吃了一碗
还没顾得上休息，就到了菜园
去“砍白菜”了。

“这些白菜正是收得时
候，你看外层有点发黄了。”
乔功勋将农用三轮车开进田
地里，开始忙活着收菜。他收
白菜的时候，先用手压一下看
看白菜是否紧实，然后再决定
砍哪一棵。由于种植和管理用
心，他家的白菜每棵的重量平
均在5斤以上。

“回来晚了，收完菜还要
装车，如果不抓紧时间，天就

黑了。”乔功勋说，他每天都
要在集市和菜园之间奔波，生
怕浪费了时间。

现在天气一天比一天冷，
距离“小雪”还有十多天。乔
功勋最担心的是下雪，“下了
大雪，白菜就会冻住，冻了就
只能烂掉。”

当天，乔功勋还剩了30多
棵白菜没有卖掉。但是装车的
时候，他又舍不得让车上留空
隙。“从牟平到烟台市场，来
回得烧40多块钱的油，能多装
点就多装点。”直到晚上7点多
钟，他才全部收拾停当。

抢卖白菜

凌晨三点就赶去市场

早上 3点钟，天还黑着，

乔功勋和媳妇简单洗漱后，
就出发赶往红利市场。乔功
勋说，如果不早点到市场，其
他的三轮车进去后，自己的
车子就不好进了。

近一个小时后，他们到
了 红 利 市 场 的 那 条 南 北 胡
同。把车停在指定的位置上，
他并不急着摆摊。“六点多天
才 亮 ，那 时 候 才 开 始 有 买
卖。”乔功勋的媳妇说。前一
天他们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两
点半了，因为着急去地头“砍
菜”她只吃了一碗面条。当天
弄完菜，装完车天已经黑了，
想 到 还 只 能 休 息 四 五 个 小
时，他们把晚饭也省了。

“今早上特别饿，在集市
那边吃了两根油条，喝了一
碗粥。”虽然她身穿着厚厚的

棉服，还是觉得冷。在三轮车
的驾驶室里有一条薄棉被，
他们夫妻两个每天早上就搭
着这条薄被取暖，等待天亮。

6点钟，乔功勋在车斗前
铺上袋子，并在上面放了十
几个白菜叶，然后将扒好皮
的白菜一个个放在菜叶上。

“趁着现在人少，先扒扒皮，
不然一会人多就来不及了。”
他熟练地去除着白菜外层的
皮，为了让白菜更好卖，一棵
白菜大概得扒 1 2 层皮，足足
有两斤。

6点 2 0分，一位大叔买走
了两棵白菜，5毛钱一斤，一
共是 2 块 4 毛钱，他今天的生
意开张了。然而下一次的买
卖却等了 2 0 多分钟，不过这
次来的是个饭店采购员，一
下 子 买 走 了 1 0 多 棵“ 小 白
菜”。乔功勋说，买得多就按
照 4 毛 钱 卖 ，“ 大 客 户 ”来 的
少，遇上一个很开心。

9点钟，记者离开市场的时
候，乔功勋的农用三轮车上还
有三分之二的菜没有卖。“如果
10点钟还剩的挺多，4毛钱一斤
也得卖了。”乔功勋看着一车的
菜，开始着急了。

格乔功勋卖菜记

为有个好卖相 扒12层菜叶

今年的白菜算是真正的“白菜
价”了。对于菜农来说，白菜价也是
有底线的，由于物价上涨，每斤大
白菜得卖到6毛钱，他们才能有些
赚头。

“先说用肥料吧，一亩地得花
500元。一包肥料现在是200元，撒
种之前要用1包，定苗之后用一包
多。”乔功勋的一位亲戚说，肥料是
种菜最大的支出。

另外就是种子钱和浇灌费用。
种子一袋15元，一亩地得用10包。”
他种的这6亩白菜，用了62包白菜
种，一共花了930元。白菜在卷心之
前，需要大量的水分，由于秋季降
水较少，白菜基本上需要每三四天
浇灌一次。一亩地浇一次大约得10

多元钱，浇10多次水，又得一百多
元。

这么简单一算，基本的农资加
在一起，一亩地的成本是750多元。
实际上，用在地里面的钱，不止这
些。农村人自己干活，人工费都是
不计算的。

据了解，一亩地一般能种植大
白菜2000多棵，差不多产出净菜
8000多斤，如果在市场上卖4毛钱
一斤，就是3200元。除去近800元的
成本，还剩2400元。

“要是能卖到6毛一斤的话，还
能有点赚头。”乔功勋说，村子里很
多人都外出打工了，一天至少100

元，一个月三四千，而他们家种的
这6亩白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
能换成钱。“说实话，忙活3个月，才
赚这个钱，都不如去打工合算。”

格延伸调查

白菜卖到6毛一斤

菜农才能有赚头

菜农们对今年的白菜价各有
说法，我们来一起瞧瞧他们的白
菜理论。

栖霞老薛：

今年伏天白菜价格还可以，
卖到了1元钱一斤。但是秋白菜一
上市，各地就传出了白菜5分钱没
人要的消息。我认为媒体宣传报
道让市民对白菜的价格有了一个
预期，所以5毛钱的价格现在他们
都觉得贵了。老百姓现在有一个
心理，就是觉得白菜还能再便宜。

福山门楼镇张大哥：

外地菜的价格影响了本地
菜。福山门楼镇的张大哥常年在
红利市场卖菜，他觉得东北等地
的白菜丰收，而且价格低，拉低了
烟台本地白菜价格。他说，“东北
地多，白菜种植面积也广，产量
大。等过了‘小雪’节气，那边的菜
就会过来了。”

高新区刘家埠村老宇：

今年秋天，其他蔬菜也很便
宜，黄瓜、茄子、西红柿、菠菜等蔬
菜 ,每斤价格在1-2元，都不算太
高。以前这些菜在冬至的时候已
经开始涨价了，现在价格低，市民
在选购的时候，就不止选择便宜
的白菜，而是有了更多的选择性。

牟平高陵镇老乔：

除了上了年纪的烟台人，年
轻人储存白菜的少了。

以前，挨家挨户都买冬储菜，
现在有储存的也就是存个七八
棵。“这些人知道，天气冷了，尤其
是雪天菜少了，菜价格都能翻番，
这时候买是最划算的。”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
买了菜还得找地方储存，很麻烦，
他们宁愿多花一点钱，现吃现买。

价低还难卖，为啥？

听听菜农们咋说

乔功勋种菜有五年了，去年他承包9亩地种植
了大白菜，结果白菜行情差，有1万多斤烂在了地
里。为防止悲剧重演，他今年只种了6亩白菜。然
而，今年白菜市场还是不乐观，原来隔一天卖一次
菜，现在他连轴转天天卖菜，希望在大雪降临前，
卖掉地里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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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头上，乔
功勋家的白菜长
得很紧实，今年白
菜 丰 产 ，价 格 较
低，销售让他犯了
愁。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在红利市
场，为了让白菜有
个好卖相，每棵乔
功勋都得扒掉 1 0

多层菜叶。记者
李娜 摄

隔记者 李娜 报道
qlwbln@vip.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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