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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本报讯(通讯员 李兴政)为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巩固
和扩大创优争先的活动成果，临朐
县在全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中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其
中，柳山镇突出宣传发动、集中学
习、组织讨论三个重点，努力构建

“三位一体”工作机制，推进了集中
教育整顿活动深入开展。

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浓厚
活动氛围。在召开全镇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教育整顿活动动员会
的基础上，全镇21个中心村分别召
开了动员会议，确定了活动领导小
组，成立了活动办公室，确保了活
动开展到边到沿。

开展集中学习，不断增强农村
党员素质。结合贯彻落实十八大会
议精神，制定下发了农村党员集中
学习计划。依托“柳山夜校”，先后
组织全镇党员干部开展集中学习。
利用农村远程教育系统，组织农村
普通无职党员开展集中学习活动。

组织“大讨论”，切实提高农村
发展活力。围绕农村党员教育整顿
活动，开展“思想大讨论”。紧密结
合当前工作实际，组织全镇党员干
部开展新时期共产党员标准“大讨
论”，不断提高农村党员服务农村、
服务农民思想意识。围绕加强农业
合作社建设，开展“致富大讨论”。
组织党员干部围绕合作社发展进
行讨论，积极推广合作社+公司+基
地+农户的“田江果蔬”模式，推动
农业产业集约化生产。围绕增加农
村集体收入，开展“发展大讨论”。
组织党员干部积极探索破解制约
增加农村集体收入的方式方法，努
力通过招标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等形式，整合集体所有的荒
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资源，充分
盘活村集体存量资产。

一场大雪，青州菜农王爱东犯愁了

百万公斤芹菜

该咋销出去

虽然近日来的降雪让
不少农民喜上眉梢，但青州
市高柳镇的菜农王爱东面
对着近100万公斤芹菜、15

万公斤萝卜，还有3万公斤
白菜，却怎么也高兴不起
来。因为交通不便利，又恰
逢最近这场大雪，他的蔬菜
都堆在了手头上。

大雪过后，菜全砸在手里了
25日上午，经过两

个多小时的车程，记者
来到王爱东的蔬菜种
植基地——— 青州市高
柳镇段村村。一路上，
蔬菜大棚林立，尽管
室外气温达到零下十

几度，不少种植户依然
冒着严寒天气，站在大棚

上整理塑料薄膜、卷草帘子，
忙得不亦乐乎。

记者在一个长300米、宽
2 . 5米的低矮菜棚前见到了王
爱东，他正看着里面储藏的芹

菜，不停地叹气，眉头紧锁。王
爱东告诉记者，他本身并不是
段村村人，而是高柳镇八户村
村民。由于村里建成了工业
园，没有了种植土地，想要打
造一个绿色种植基地来致富
的王爱东，与家人朋友经过一
番商量之后，来到段村村以每
亩1000元的价格承包了200亩
耕地，今年六月份才开始种植
了130亩“玻璃脆”芹菜、50亩
潍县萝卜和20亩“潍北七号”
大白菜。

经过王爱东的精心管理，

到了收获的季节，地里的芹
菜、萝卜和白菜喜获丰收。然
而面对收获的蔬菜，销售却成
为了一个大难题。王爱东介绍
说，段村村人大部分都是种植
大棚蔬菜，种植面积较小，蔬菜
销量并不犯愁；但他则是大面
积地种植，每天都到批发市场
批发零售，显然是不可能的。加
之交通不便利，又恰逢这场大
雪，他的蔬菜都堆在了手头上。
王爱东称，目前他手头上还有
100万公斤芹菜、15万公斤萝
卜，还有3万公斤白菜。

八个菜棚，每天都要定时放风
在王爱东的指引下，记

者从一个低矮的储存蔬菜棚
中看到摆放整齐地嫩黄色的
芹菜，因长时间存放，部分芹
菜叶子已经枯萎。王爱东告诉
记者，因为没有及时销售，在
立冬前，他便采取传统储存蔬
菜的方法，在种植基地内挖了
一个大坑，将收获的蔬菜整齐
摆放其中。记者大体数了一
下，长300米、宽2 . 5米的蔬菜储
存棚共有8个。

“因为干湿度等各方面
原因，芹菜储藏时间长了，
会发芽，一些菜叶也会枯
萎。”王爱东说，他种植的

蔬菜通过了青州市农业局和
潍坊市商检局的农残检测，
属于绿色无污染产品。据了
解，当前市场上芹菜批发价
格在2 . 4元每公斤左右、萝卜
每公斤0 . 9元。王爱东告诉记
者，因为大面积种植蔬菜，
所以他雇佣了很多工人干
活，再加上土地承包费、肥
料费等各种费用，差不多投
进了八九十万元。

“临近年底了，工人干
活也不容易，我都从亲戚朋
友那借的钱发工资；我现在就
是希望一些爱心蔬菜企业或
公司能够尽快将我的蔬菜买

走，也好让我收回成本；如果
春节前再卖不出去，天气变暖
和了，蔬菜就更易腐烂。”

为了防止蔬菜在储存过程
中腐烂，菜棚每天都需要人员
进行放风。“储存蔬菜对干湿
度要求比较高，湿度太大了就
容易烂掉；太干燥了也容易丢
失水分，干叶子，色泽也不好
看。”对此，王爱东安排工
人，每天上午八点左右将菜棚
两端的口打开，给菜棚放风；
下午三点左右再将菜棚两端的
口用薄膜和幕布盖好。如此，
每个过程下来差不多都需要一
个小时左右。

一公斤芹菜，赚两到四毛就不错了
在王爱东的蔬菜种植基

地内，记者看到不少人正在清
理菜棚上的积雪。王爱东告诉
记者，这是他雇佣的工人，每
人每天80元工钱。因为当地工
人人工费用比较高，王爱东便
从禹城雇佣了3 0个人，管吃
住，每天80元，工资一天一发。

工人除去每天为菜棚放
风之外，如果有客户前来购买
蔬菜，就需要对蔬菜进行加

工，将枯萎的叶子和最边缘的
芹菜梗摘掉，为客户提供鲜
嫩的芹芽。

随着雨雪天气的到来，
菜价节节高升，菜市场上难
见“一元菜”。对此，王爱
东告诉记者，别看菜价一直
在涨，但赚到手的利润很
小，一公斤芹菜能赚两到四
毛钱就很不错了。

王爱东给记者大体算了

一笔账：种菜、管理、收
菜、卖菜都需要雇佣工人，
人工成本算到菜价里，折合
一下每公斤差不多1—1 . 2元
钱。再加上土地承包费、灌
溉费用、肥料费，如果往外
运输还有运输费，去市场交
易还得交一部分费用。如此
算下来，按现在这个价格，
每公斤能赚个两到四毛钱就
很不错了。

临朐柳山镇

“三位一体”推进
集中教育整顿活动深入开展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秦昕)供暖
已经有一个半月时间了，可是家住滨
海太平社区的李先生，家里温度至今
都还在14℃。如今严寒来到，小区一
些居民家的窗户上甚至都结了冰。

25日，家住滨海太平社区的李先
生拨打本报热线称，社区内供暖近一
个半月，但是“二层楼区”十几户居
民家中平均室温只有十三、四摄氏
度，有的居民家里甚至结了冰。而在
该小区，其它居民楼的温度都能达到
供暖标准。大家曾反映过多次，但一
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25日上午，记者来到太平社区，
业主李先生将记者带入家中了解情
况。李先生家是小二层，他说，自家
室温一般是在14℃左右，而一楼的卫
生间和厨房内都结了。在李先生家
里，记者发现，卫生间和厨房的地面
上确实有一些冰渣。李先生告诉记
者，现在白天室内温度还能在14℃
上，到了晚上八点多，家中暖气直接
就是冰冷的。

而李先生的邻居张女士告诉记
者，她家温度也只有十三、四摄氏
度，每天晚上看电视时还要拿一个小

被子放在腿上，否则坐不住。家里住
着老人，孩子，为了防止感冒，她特
意为老人孩子铺上了电热毯。这两天
降温厉害，为了取暖，张女士把以前
家里用的取暖器都拿出来了。

李先生告诉记者，为了暖气不热
的事儿，他们找为其供暖的潍坊盛源
热力有限公司解决问题。但该公司的
工作人员一开始说家里的暖气片有点
堵，可在卸开暖气片冲堵之后，暖气
片的温度依然不高。李先生和邻居家
多次找到热力公司，讲明了原因之
后，工作人员又表示，可能是由于供
水管道和回水管道粗细差别太大所
致。供水管道和回水管道相差很大，
导致了暖气不热，工作人员表示会尽
快整修。

可是供暖已经一个半月了，暖气
还是不热，李先生再次找到热力公司
工作人员。此次工作人员的回答却是
由于海化热电的压力低
了，使得压力跟不上，才导
致家中暖气不热的。李先
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潍
坊市盛源热力有限公司，
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年气温比往年同期偏冷
很多，才导致室内温度没
有之前那么高，现在工作
人员正在努力调节供暖的
力度，把供暖相对较差的
居民楼的阀门放大。如果
还有问题，他们将及时联
系施工队进行整改。对于
太平社区“二层楼区”的
住户暖气不热的问题，公
司将安排人员去查看情况
进行维修。

白白天天室室温温只只有有1144℃℃，，这这个个冬冬天天太太愁愁人人了了

家家里里供供着着暖暖，，晚晚上上窗窗户户上上结结着着冰冰

张张女女士士家家中中温温度度
计计显显示示温温度度只只有有1144摄摄
氏氏度度。。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秦秦昕昕 摄摄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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