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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李芳莲
也遇为难事
开了生态农场，卖菜成了难题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王济安

◎两万斤胡萝卜堆地下室，没挣出工钱

积雪过后，黄河滩上
一片白茫茫，在李芳莲的
归真农场里，也没有了曾
经的忙碌，农场里厚厚的
积雪不曾有动过的痕迹。

“最近我不大往这里
来，隔三差五地过来看
看，没有刚开始时候的那
个劲头了。”说着这话，李
芳莲流露出一丝无奈，与
去年11月份接受记者采
访时信心满满相比，现在
有些泄气。

在农场一间小房子
里，堆着从农场里收获的
大堆白菜和胡萝卜。“附

近农户种白菜打了杀虫
剂又打包心剂，我这白菜
想尽办法人工灭虫，可种
出来不好看，也不比别人
卖得贵。”李芳莲告诉记
者，本打算自己的白菜没
打药能比市场上卖得贵
一点，可到头来还是一样
的价钱，“也不舍得低价
就卖了，就都埋地下藏起
来了。”

李芳莲告诉记者，其
实在小屋里的这些胡萝
卜是挑个儿大的，准备卖
了，总共两万多斤，大多
数如今也都藏在地下室

里呢。“剩下的更没卖相，
就留着喂鸡了。”

记者注意到，即使是
挑选出来的这些萝卜看
上去也有些奇形怪状，

“要不说不好卖，谁让她
不让施化肥，不让用药
呢。”从青州老家前来帮
忙的李芳莲的三姐有些
不解。

“白菜卖得寥寥，胡
萝卜只卖了一千来斤，连
雇工人的工资也没卖出
来。”在地下室里，守着一
堆胡萝卜，李芳莲苦笑
道。

◎蔬菜只好喂鸡，成了赔本的“循环经济”

在农场门口一间小屋
里，阵阵热气涌出门口，一
大锅切碎的胡萝卜正在锅
里煮着。“这都是煮熟了喂
鸡的，还能省点玉米。”

李芳莲打趣道：“倒
是没浪费，都在自己农场
里循环，倒真是生态环保
的循环经济了，就是换不
成钱。”

走在农场里，如今最
有生机的便是农场一角
的塑料大棚，只是连日来
天气不好，大棚里的蔬菜
过得也不舒坦，“得了霉
病，又不敢打药，长了三
四 个 月 的 西 红 柿 都 蔫
了。”李芳莲告诉记者，其
实棚里的辣椒、西红柿已
经是种的第二茬菜了，先

前的芸豆、茄子，也都得
了病，几乎绝产了。

“以前自己没种，觉得
菜农打药不理解，也觉得
买有机菜贵得有些离谱，
自己种了才知道，有机菜
真不是那么容易种。”李芳
莲说，几个朋友也说要承
包地自己种菜吃，而她现
在做的就只是劝阻了。

◎希望好心人帮忙，把鸡卖了度寒冬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
荒滩如今变成良田，李芳
莲的农场也有了几十个固
定的会员，但到了现在收
获的季节，一股脑收上来
的菜，到处跑来跑去的鸡，
一天四五百个鸡蛋，都成
了李芳莲幸福的烦恼。

“种菜不赚钱是早就
想到了，所以养些鸡，本
想着靠鸡多少收回点本，
谁知道养了七八个月的

鸡，也不是想卖就能卖
的。”为了养这些鸡，李芳
莲还把在一大型养殖场
上班的外甥挖了来，只是
如今的情况稍显尴尬，虽
说陆陆续续卖了三四百
只鸡，但只勉勉强强收回
了农场一个多月的开支。

“鸡不长个了，但吃
得却比以前还多，2000来
只鸡，一天光吃玉米、豆
饼也得七八百块钱的。”

李芳莲告诉记者，只想赶
紧把鸡卖了，收回点成
本，“要不光养这些鸡也
养不起了。”

李芳莲的归真农场
位于济南黄河大桥以东
黄河滩上，如您有意帮李
芳莲的鸡找个销路，可拨
打本报96706126热线与
我们联系，也可直接拨打
电话15854179052与李芳
莲联系。

去年11月20日，本报曾以《城市主妇黄河滩种菜养鸡》为题报道了李

芳莲到黄河滩包地种放心菜的事情，昨日她又捐献千斤有机大白菜给困

难户。好心人李芳莲种放心菜、助人为乐，其实她自己也遇到了为难事：放

心菜丰收了、生态鸡也长大了，可销售不出去，成“赔本赚吆喝”了。

两千只鸡，一天吃掉七八百元，李芳莲想尽快把鸡卖掉度寒冬。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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