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19日讯(记者 赵丽 通讯
员 孙晓蕾 孟繁玫) 洒过牛奶，经过
生产、窖藏、加工等多个环节的章丘鲍芹
会是啥样？近日，记者从辛寨镇国家级章
丘鲍芹生产基地了解到，章丘鲍芹在12月
中旬就会大面积上市。真正的鲍芹每斤成
本就得几十元，尤其是芹菜芯，十来斤芹
菜才能扒出一斤芹菜芯。

“鲍芹从6月中旬开始育苗，8月中旬
移栽，定植后生长周期大约3个月，小雪前
后开始收获。估计这几天就进入集中收获
期。”近日，章丘鲍芹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
刘振刚告诉记者。

“鲍芹收获后不能马上投入市场，还
要经过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那就是窖藏。

窖藏后的鲍芹不仅无丝无渣，而且鲜嫩甜
脆。”刘振刚说。

章丘鲍芹因生长于章丘市鲍家村而
得名，该村自唐朝开始就有种植芹菜的历
史。自上世纪60年代，鲍家村芹菜种植能
手通过品种改良，培育出品质上乘的新一
代鲍家芹菜。截至目前，章丘鲍芹种植面
积1600亩，其中核心种植区500亩。

在鲍芹窖藏区，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在将
收获的芹菜一捆捆放入地窖。“经过窖藏，12
月中旬，就能吃到章丘鲍芹了。”刘振刚说。

鲍芹合作社社员刘殿东告诉记者，真
正的鲍芹要经过生产、窖藏、加工等多个
环节，每斤的成本就得几十元，尤其是芹
菜芯，十来斤芹菜才能扒出一斤芹菜芯，

加工后的鲍芹芯全部走入高端市场。
“现在市场上有不少人打着鲍芹的旗

号销售，但那些都不是我们正宗的章丘鲍
芹，我们有着严格的种植标准。”鲍芹合作
社理事万象义告诉记者，“章丘鲍芹之所
以好吃，背后有一系列工艺。”

“正宗鲍芹要坚持施用有机肥，辅以
废芝麻、黄豆、棉籽油等肥料，在鲍芹生产
期间按照比例喷施牛奶；采用杀虫灯、色
板等物理措施防治虫害，从根本上杜绝使
用任何化学农药。”万象义介绍说。

为保护鲍芹品牌，章丘市注册了“章
丘鲍芹”商标，通过了省农业部门专家对
产地环境及品质监测鉴定，2009年通过了
农业部有机转换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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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旬正宗章丘鲍芹上市

真鲍芹每斤成本就得几十元

本报11月19日讯(记者 张頔) 市民
宋先生近日买了一张16G的手机内存卡，
使用时却发现只能存储不到2G的文件。
业内人士分析，宋先生买的卡很可能是扩
容卡，显示出的存储量往往是实际存储量
的数倍。

一周前，宋先生在一家路边的电子产
品店里买了一张便宜的16G手机内存卡。
内存卡在电脑上显示的存储量是16G，但
输入了几个视频文件后，就无法正常使用
了。“总共才用去2G的空间，但一往卡里
粘贴文件，就会出现错误提示。”

“这是贪便宜买到扩容后的内存卡
了。”在山大路科技市场经营电子产品的
店主李涛介绍，这张16G的卡应该是由2G

的卡扩容而来的。扩容卡是不法厂商利用
特殊软件将电子设备容量的存储介质进
行扩展虚增存储空间而来的，手机、U盘、
SD内存卡、TF内存卡等等都可以被扩
容。

虽然能显示出较大的数值，但扩容后
卡里实际的存储量并没有增大。因为扩展
出来的空间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内存，所
以扩容卡在复制一些文件时会出现错误
提示。而且扩容会导致内存卡使用寿命缩
短，甚至直接烧坏，最后连格式化都无法
进行。

李涛介绍，除了选择正规购买渠道
外，通过外观来判断存储卡的真假是最直
接有效的。以金士顿TF卡为例，如果正面
的激光码模糊、字号不统一、编码间隔不
均匀，很有可能是做过手脚的。TF卡的背
面每个铜片下方都会有一个明显的铜点，
而山寨的卡则没有这个铜点。

“现在内存卡的储存量越来越大，但
消费者要问问自己需要的是硬盘还是通
讯工具的配件。”李涛说，其实手机内存卡
并非越大越好，卡的容量大了不仅影响读
取速度，而且还会拖累手机处理器，加速
电池电量消耗。

为吃放心菜，承包黄河滩开荒种地

城市主妇黄河滩种菜养鸡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显示16G的手机内存卡

实际存储量只有2G

劳作大半年

荒滩变菜园

18日上午，天气晴朗，但早晨的天气
还是有些寒冷。将读小学的女儿送到学
校，李芳莲便赶往黄河岸边，开始了在菜
园里忙碌的一天。

在黄河大坝下的菜园里，树林环绕
中，北边就是黄河，停下车，李芳莲开始收
拾起早已堆在地边的菜疙瘩。

两年多前，关了自己的门店，随丈夫
从潍坊搬来济南，过了两年相夫教子的生
活后，已过中年的李芳莲便开始了在这片
原是荒野的黄河滩上劳作。

“起初只是想找块地，种点菜，自家吃
一点，剩了卖一点，但没想到一开始干就
被绕进来了。”李芳莲和来自附近村子的
几个雇工，一边干活、一边玩笑，乐在其
中。当初承包的菜园，如今靠她自己根本
忙活不过来了。

李芳莲说，其实她年轻时也在农村，
原本觉得种点菜问题不大，但大半年下来
发现，“一下子似乎老了不少，孩子学校开
家长会，现在都不敢去了。”

小农场五脏俱全

鸡鸭果蔬都有

走在菜田里，满地都是绿油油的大白
菜和胡萝卜，而在地头则是刚刚收获的青
萝卜和菜疙瘩。在不大的一片地里，有辣
椒、油菜、茄子、菜花，还有大片的韭菜。

李芳莲说，市场上哪些蔬菜用药比较
多，往往就会成自己种的对象。在菜地的
一角，一个塑料大棚已经建好，棚里种的

第一茬蔬菜已经到收获的时候，辣椒、西
红柿、西葫、芹菜，同样是花样颇多。

种的菜越多，李芳莲自己越加忙不过
来，如今不仅丈夫时常前来帮忙，她还从
附近村里雇了几个帮手。“不仅帮着干活，
种菜的农家肥呀，养鸡、养鸭用的粮食，他
们也都帮着联系。”

而在菜园南侧的树林里，一群鸡、鸭、
鹅也煞是壮观，“来年再养几只羊，慢慢就
变成一个农场了。”李芳莲对农场的未来
充满憧憬，“东南角正收拾着一间小房子，
准备从村民那儿买点放心的大豆自己磨
豆腐，进门的路边准备搭个葡萄架。葡萄
已经开始育苗了，到明年，再种上几棵果
树。”李芳莲说，到来年，争取自家吃到的
东西尽量都在自己的农场里就解决了。

想吃放心菜不容易

几个月倒贴不少钱

在菜地里，一大片白菜开始准备收
获，但白菜怎么卖却让李芳莲有点犯愁。

“本来只是找点事干，开始种菜都是自家
吃点，给朋友、亲戚分点。但到头来一算账，
才发现赔大了。”李芳莲说，不用农药、不施
化肥，自家种的菜比市场上的有机蔬菜成本
都要高，“一开始只想着种菜，没想过卖菜
的事，但菜一种多了，不卖也不行了。”

在菜地闲置的一角，已经收获的青萝
卜不少被埋在了地里，这些是李芳莲专门
从老家带来的潍县萝卜种子种的，“不施
化肥、不施农药，种出来的萝卜口感不比
老家的差，潍坊都卖几块钱一个，但现在
大都是朋友买，也不好意思卖贵了。”

而最让李芳莲意料不到的，便是吃不
了的鸡蛋。在树林里，一群鸡飞来飞去，树

根处、草丛里，不时能发现一两个鸡蛋，
“本来买小鸡是想吃肉的，但现在一天光
下的蛋就有百十个。虽然现在通过朋友开
始找了一些渠道卖了一部分菜，但离回本
还有不少距离。”

向往田园市民不少

菜地成朋友聚会地点

虽然不远处就是繁忙的黄河大桥，但
群树环抱之中，这片不大不小的菜园颇有田
园气息。李芳莲说，决定找地种菜后曾挑了
不少地方，但这个地儿一眼就看中了。

“往北不到百米就是黄河，这个季节
每天早晨都雾气蒙蒙。再就是离市区近，过
了大桥收费站就能到。”“归真农场”的简易
牌子挂在菜园门口，对于回归田园生活，李
芳莲很是享受，“有树、有田、有河，空气又清
新，可算是离市区最近的世外田园了。”

耕耘大半年，曾经的荒滩如今已是一
片像模像样的微型农场，在菜园一角的一
小块地上，一畦一畦的小菜园也成了朋友
们的领地。“每到周末，大人孩子就来了。”
李芳莲说，“其实如今向往回归田园的市
民真不少，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四五十岁有
过农村经历的人，看见土地就感到亲切。”
如今，李芳莲的小农场成了她不少向往田
园的朋友们聚会的据点。

“旁边猪圈里养着几头黑猪，也都是
朋友商量好了，就请人来一起宰一头，大
伙分一分，就可以放冰箱里吃一段时间
了。”李芳莲说，目前正在改造一间小屋，
准备开个小豆腐坊。而对自己的这片小农
场，她也满怀期待，“种的菜卖一点，剩下
自己吃一点，慢慢地能不赔钱了，这里也
就成世外桃源了。”

车行于黄河大桥上，桥东侧黄河滩里，一片绿油油的菜园在树叶落尽、略显萧瑟的树林中，

十分惹眼。这片菜田的主人叫李芳莲，是住楼开车的地道城市居民，但从年初开始，来到黄河滩

当起了地道的菜农，只为吃地道的放心菜。

本报11月19日讯(见习记者 王兴飞)

都说开锁难换锁难，没想到配把钥匙也
成了麻烦事。去了近十家配钥匙店，找了3

家专业开锁公司，可就是配不了。无奈只
好换了把新锁。

近日，历下区佛山街的王先生就遭遇
了配钥匙难的闹心事。而这把让王先生揪
心的钥匙除了头是黑色塑料的，一侧有一
条弯曲的刻槽外，大小和普通的防盗门钥
匙看起来好像也没啥两样。

“大小还真不一样，这把不仅比普通
的防盗门钥匙要长一点也宽一点，钥匙槽
也比普通的深。”王先生说，他住的小区是
开放式的，为了安全，去年年底他特意换
了这把当时最新款的安全锁。

“就因为这种锁太新了，一般的地方
根本配不了。”王先生说，家里防盗门上的
钥匙就只剩这一把了，怕丢了就想多配几
把钥匙。“去了八九家配钥匙店，不是说机
子配不了，就是说没有这种钥匙坯子，都
说没法配。”

“联系了几家专业开锁公司，可最后
还是没有一家能配。”王先生说，“实在没
法，只有一把钥匙又怕丢了进不了门，我
只好更换了新的防盗门锁。”

这把钥匙咋就配不了？19日，记者和
王先生带着这把钥匙来到了位于泺源大
街上的一家配钥匙店。“这种锁很新，钥匙
不好配，要配也得换铣刀。”钥匙店老板刘
先生拿起精密量尺对钥匙进行测量，边测
量边摇头，“确实配不了，这把钥匙上的弯
槽只有1 . 1毫米多点，一般钥匙店里都不
会有这么细的铣刀，就算有，配一把钥匙
铣刀也可能会断掉。”

刘先生说，一般配钥匙店里的设备都
比较老旧，对这种还没普及使用的新式安
全锁大都没有办法。“更换安全锁最好选
择那种沟槽宽一些的，这样配起来也方
便。”刘先生说。

锁太新潮无处配钥匙

市民无奈只能换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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