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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剖析李知洲村卖菜难，发现菜农———

种菜都是能手
卖不出去却不知变通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本报聊城 11 月 22 日讯(记者
邹俊美 ) 本报发起“温暖水

城·大家来买爱心菜”行动后，得
到爱心读者和企业的积极响应。
22 日，不少热心读者打来电话为
菜农献计献策，当天去村里上收
购白菜的车多了，白菜价格也涨
到 6 分钱一斤。

22 日，几位商贩致电本报爱
心热线 8451234 ，要走了李知洲
村市场的电话，也有不少企业表
示想收购白菜，帮助菜农度过难
关。

22 日下午，李知洲村菜市场
上等着卖菜的菜农没有少，但去
收白菜的车多了一些，商贩有的

忙着和菜农们讨价还价，有的忙
着往车上装白菜。一位冠县的商
贩说，他是看到齐鲁晚报的报道
后来的。

李知洲村菜市场的负责人介
绍，往常收白菜的车一天最多 20
多辆，但是 22 日有三四十辆车去
收菜，很多商贩都是看到齐鲁晚

报的报道后才去的。以前都是本
地的，这次有几辆外地的车。“来
收菜的多了，价格自然会涨上去，
前几天白菜的收购价是 3 分至 5
分，今天收购的最高价格是 6 分
钱一斤。”

一位菜农说，他前两天拉了
一车白菜，等了一天才卖出去，

22 日拉了一车，一到市场上就有
商贩来问价格，第一个商贩给的
价格太低他没卖，等了两个小时
就卖出去了。

“前几天我的白菜卖 4 分一
斤，今天卖 6 分一斤。”一位菜农
高兴地说，虽然只是涨了两分钱，
但拉一车就多卖 20 块钱。

本报“大家来买爱心菜”行动得到积极响应

收白菜的多了，价格也涨了

白菜在地头卖才
三五分钱一斤，拉到城
区就能卖三四毛钱。连
日来，记者深度调查剖
析沙镇李知洲村白菜
滞销的原因时，发现菜
农们个个都是种菜能
手，在营销方面却不知
道变通，虽然与城区近
在咫尺，很少有人愿意
进城卖菜。

李知洲村的菜农说，他
们村不像其他地方种春小麦
和秋玉米，因为近几年春花
生比较挣钱，村民们都种春
花生。等七八月份花生收获
以后，恰巧是种白菜的好时

候，这个时候种小麦太早，
如 果 种 小 麦 地 要 闲 很 长 时
间。“麦子收入也不高，都
想种白菜碰一碰， 2010 年刚
下来的白菜 4 毛钱一斤，我们
都尝到甜头了。”

菜农说，七八月份种 40
天就能收获的早熟白菜，收获
以后还能再种一茬白菜，再种
的白菜就到 11 月份成熟，白
菜砍了以后留春地，等来年春
天再种春花生。村民们都养成

了这样了种植习惯，一年年循
环往复。

“一年就种两季农作物，
春花生挣了些钱，秋天这季白
菜是没挣到钱。”一位光靠种
地挣钱的老人说。

记者调查>>

赔钱还种白菜，是因村里就这种植习惯

白菜长得很好，李知洲村
的菜农对白菜的种植管理没有
问题。但说起白菜滞销，大家就
束手无策了。菜农老张说，种白
菜就是碰运气，赶上好价钱就
多挣一些，赶不上也没办法。

“我们这些老农民习惯了光种
菜，有人来收我们就卖。”

看到白菜滞销，有的菜农
宁愿让白菜烂在地里，也不去
想其他办法。记者采访中发现，
李知洲村大多数菜农没想过进

城卖菜，到该村蔬菜批发市场
收购白菜的大都是农用三轮
车，等着卖菜的菜农家里也有
农用三轮车，可菜农们宁愿在
地头上等着卖菜，也不愿自己
开着农用三轮车进城或者走街

串巷卖菜。
“怕去了城里找不到地方

卖菜，万一卖不完，还得拉回
来。”一位菜农说，因为之前没
去过，所以轻易不敢进城去卖，
直接在地头卖可以省些事。

习惯了地头卖，不进城是怕还得拉回来

李知洲村的菜农们个个都
是种菜能手，种的白菜长势很
好。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今年 23 岁的小张是开发区北城
街道办事处的一位菜农，他今年种了
1 亩白菜，村里也有去地头收购的，但
小张觉得不挣钱，就把白菜拉到了光
明蔬菜批发市场。他每天拉 900 斤白
菜，批发出去是一斤白菜一毛五，一
车能卖 130 多块钱。如果在田间地头
卖毛菜才 5 分钱，一亩地才挣几百块
钱。小张说，那不划算，连本钱都挣不
回来，浇水光油钱得 70 块钱，施肥要
600 多块钱，成本一共要 800 块钱，在
地头卖，本钱都挣不回来。“来批发市
场卖，可以比地头卖多挣一倍的钱。”

“出来卖菜虽然挣钱，但很累。”
小张说，他每天凌晨 4 点半来就要从
家往批发市场赶，5 点多到市场，得冻
一个小时，6 点半左右才开始上人买
菜。到中午才能卖完，下午回去还得
砍白菜，砍好之后第二天早上再拉到
市场。“我昨天卖到下午 1 点，前天卖
到 10 点，以前拉四五百斤，现在拉
900 多斤，路不好走，不敢多拉。”小张
说。

经验之谈>>

拉到批发市场

就能比地头

多挣一倍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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