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贾村1000多个大棚被压塌了204个

菜菜被被冻冻死死，，心心疼疼得得吃吃不不下下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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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到26日数据统
计，全市农业生产受灾面
积达到2 . 76万亩，主要是
大棚设施蔬菜和白菜、萝
卜等露地蔬菜，成灾面积
达到2 . 1万亩，绝收面积
约达到1 . 3万亩。受灾严
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金
乡、曲阜和兖州等地。

济宁市农业局相关负
责人说，受灾严重的主要
是竹木结构的小拱棚，由
竹木和铁丝固定的，中间
没有支撑物，承重力低，钢
架结构的大棚相对好一
些。“下雪当天晚上，如果
村民及时除雪，钢架结构
的大棚基本上问题不大。
像长沟周围的2000多个

大棚基本没出现坍塌。”
“现在最重要的是组

织抗灾自救，我们的农业
技术人员这几天都在田
间地头，指导农民清除积
雪，搞好未受灾大棚的保
温保暖。”这名负责人说，
对因积雪损坏了的棚体，
村民可以尽量增加支撑

架，及早进行修复、加固。
对于棚内受害严重的作
物，建议因地制宜及时进
行翻种或改种，努力减轻
灾害损失。“我们也在尽
量争取救灾资金，帮助村
民尽快恢复生产。”

本报记者 高雯
黄广华

1 . 3万亩绝收，大都是白菜、萝卜

2 6日，接庄街道西贾
村，覆盖着厚厚积雪的田地
上，被压塌的蔬菜大棚一个
挨着一个，几根铁丝和竹竿
孤零零的立在雪堆里，雪堆
下是原本2米多高的蔬菜大
棚，和已经1米多高即将上
市的芹菜。村民邢广义站在
路边，望着被积雪压塌的4
个大棚手足无措。

长80米、宽9米、高2米
的蔬菜大棚被压成了“平
地”，大棚里栽的芹菜、韭菜
马上就要上市。“这些芹菜
都是蹲在地里一棵棵种的，
眼看着长到1米多了，再过
一个月就可以卖钱了，现在
都完了。”邢广义抹了抹眼
角说，她和老伴忙活大半
年，就指望这4个大棚菜卖
上5万元钱。眼看大棚压塌、
菜被冻死，心疼的她两天吃
不下饭。

村民寇长国有7个大
棚，被这场大雪压塌了4个。
24日凌晨大雪纷飞，去市场
送菜回来的寇长国直接跑
到地里扒雪。过了一会，村
民们都跑到地里，用锄头、
双手扒积雪，一直扒到天
亮。

“回家歇一个小时再去
地里一看，找不到大棚了，
都塌了。”寇长国说，积雪太
厚、人力微薄，徒手扒雪也
只是杯水车薪。

寇长国扒开大棚的塑
料薄膜，薄膜下面压断的芹
菜已经冻坏发黑。“压塌的4
个大棚里种的是芹菜和萝
卜，基本都绝收了。”寇长国
说，大棚的薄膜和竹竿还是
今年新换的，没想到还是撑
不住雪压，损坏的大棚加上
绝收的蔬菜，他至少损失6
万元。

种菜30多年的西贾村，是济
宁城区周边较大的叶类菜供应
区，有2000多亩的蔬菜种植面
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蔬菜大
棚。

这些竹木结构的大棚，只由
铁丝和竹竿支撑着。这次暴雪，
每平方米的雪压达到26公斤，全
村1000多个大棚，被压塌了204
个。

下午的西贾村，田地里都是
菜农，他们扛着铁锨除雪、盖草
苫子、加固未塌的大棚，村民们
抗灾自救。

“这个棚塌了一半，里面的
茼蒿都成熟了，现在趁着未冻
坏，抓紧拔出来，提前卖掉。”寇
大爷说，市场上菜少价钱还不
错，能适当减轻些损失。

“村民种的蔬菜，一般都是
在春节前后上市，那时候价格
高，能卖个好价钱。”西贾村村委
书记刘书记说，大棚内的蔬菜大

都是芹菜、茼蒿、小白菜、生菜等
叶类菜。如果大棚里的棚膜出现
破损，以现在夜间零下10多度的
温度，一个晚上大棚里的蔬菜就
会受到冻害，“像生菜一见冷空
气就会打蔫，一天卖不出去就基
本烂在地里了，就会出现绝收的
情况”。

大雪之后，西贾村两委组织
人员挨个地头查看受灾情况，初
步统计该村受灾蔬菜面积达到
145 . 9亩，“按照1亩芹菜平均产
出1万斤算，价格按春节前后一
般能卖到2块钱一斤算，其他叶
类蔬菜会更贵，此次大雪给全村
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0多
万元。”西贾村委刘书记说。

目前，西贾村两委正在积极
组织村民抢收自救，把压塌大棚
里的蔬菜能拔出来卖的尽量拔
出来卖，没压塌的大棚加固维
护，尽量减少二次伤害以造成更
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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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贾村是济宁城区周边
较大的叶类菜供应区，一场
暴雪让全村的蔬菜大棚遭了
殃，全村1000多个大棚被压塌
了204个，此次暴雪给全村带
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0多
万元。26日下午，全村的菜农
们踩在雪窝里自救抢收。

被积雪压塌的蔬菜大棚。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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