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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每斤五六毛，年根卖到两块五

大大雪雪““帮帮忙忙””，，菠菠菜菜卖卖出出五五倍倍价价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世腾

2015年受经济形势的影响，不
少种粮食的农民收入都大受影响，
但在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唐北村，因
农民这几年不再种粮食，而是改种
了塑料大棚蔬菜，收入没减少反而
增加了。春节前，有村民仅一棚菠菜
就卖了1万4千多元。

2月6日，在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唐
北村，村民张洪彬趁着年前的空，将
家里最后一棚菠菜卖了。“以前地里

都是种大蒜小麦，去年村里不少人都
扣了大棚，前几天下过几次雪后，菠
菜涨了不少。”张洪彬说，这一棚菠菜
是去年国庆节种上的，一直留到年根
就是希望能卖个好价钱。“去年11月
份的时候，一斤菠菜是五六毛钱，那
时候卖了3棚菠菜，总共卖了1万来块
钱。但这最后一棚，每斤达到了2块5
毛钱，这一棚的菜卖的钱比那3棚加
起来还多。”张洪彬说。

在张洪彬的蔬菜大棚里，30名
村里的妇女忙着拔菠菜，捆菠菜，十

几名男爷们儿负责将菜摞在一块准
备最后运出大棚。

村里只要哪家卖菠菜，左邻右
舍的都会来帮忙。中午，大家伙就简
单地在棚里就着咸菜吃个火烧，晚
上主家出钱请帮忙的亲戚邻居一块
吃个饭喝个酒，这已成为菠菜丰收
季节里的“潜规则”。“原先地里种上
蒜，从秋天到来年夏天，一共才卖蒜
薹和大蒜两茬钱，现在大棚的菠菜
能卖两茬，等两茬菠菜卖完了还能
再种上一茬莴苣，能卖3茬钱，收入

多不少。”张洪彬说，同样的地如果
种蒜的话最后最多能卖1万来块钱，
而种菠菜和莴苣能卖2万多块钱。

“以前村里人不懂种大棚的技术，现
在都会了，今年菠菜卖得这么好，明
年弄大棚的村民会更多。”

6日晚上7点多，整个一棚菠菜
全部码好装到了车上，一共收获
5600来斤，卖了1万4千来块钱。“这
菠菜卖完了，过了年再种上莴苣，到
时卖莴苣时希望也能卖个好价钱。”
张洪彬说。

不不忍忍贱贱卖卖，，棉棉花花存存满满四四间间房房
棉价缩水1/4，不少棉农转而经营副业

“棉价老跌，本都挣不回”

婆婆家总共种了近40亩棉花，
卖棉所得一般占到婆婆家一年总收
入的80%左右。

2015年12月初，婆婆本来准备
把棉花卖掉，腾出房子给我和丈夫
结婚用，但当从市场上打听到棉花
的价格后，她看着满屋子的棉花差
点急哭了。“一年下来就收入了这些
东西，每斤才给2 . 23元，够一年下来
的本钱吗？”最终公公婆婆都没舍得
卖，把棉花又收拾到了老院子的破
房子里，盼着棉花价格能涨上来，但
令家人再一次失望的是，1月份棉花
价格又跌了。

“本来天气不好，棉花减产，质
量也不行，结果棉价才2 . 2元/斤左
右，去掉成本根本剩不下几个钱。”

大年初三晚上，婆婆跟邻居们唠嗑
时又谈起棉花来了。

“俺家种了50亩棉花，前几天卖
了些，还剩下一万四千来斤，都放到
屋里了，满满地放了四间。”二姐说，
棉花收购价最高时约3 . 2元/斤，那
时候棉花还未拾完，等都拾得差不
多了，价格却跌到了2 . 5元/斤，算上
人工费、农资费，自己家的地还能有
点收入，但是租种别人家的那些地
就净赔了。

承包鱼塘，一年能挣9万

秦皇台乡算是比较传统，原本
家家户户都靠种地生活，但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男劳力外出打工了。

“一天打工挣200元左右，毕竟是个
稳当的收入，地里吃不上饭，起码
还有一个人能养活一家人。”二姐

说，村里许多男劳力都外出务工
了，即使待在家里的，也开始搞点
副业挣钱了。

大姐家原本也种了许多棉花，
看着近几年棉花价格不行，便在前
年秋天时盖了两个大棚，种起了蘑
菇。冬天闲暇下来，每天赶集市卖蘑
菇，一个冬天下来，收入了一万多
元。三姐家承包了40亩藕湾，一边种
藕，一边养鱼。一年下来，藕的收入
约7万元，鱼的收入也能达到约2万
元，这让不少邻居都非常羡慕。

而在我的老家惠民县清河镇，
棉花早已不是最受青睐的经济作物
了，大部分棉田被改种成了玉米，甚
至种上了树苗。我家原本每年种植8
亩左右的棉花，但自从去年开始，棉
花缩减到了3亩多，其余的地块上，
一部分改种了玉米，离家远的地方
则种上了树苗。

我的婆婆家位于滨州市
滨城区秦皇台乡，这里的土
地大部分属于盐碱地，在北
方的经济作物中，最适宜种
植的也就是棉花了。然而，自
2014年棉花市场行情大跳水
后，2015年棉花价格再次下
跌，目前仍没有反弹迹象，致
使棉农种棉积极性下降，不
少棉农已改种其他农作物，
有的还会选择种树甚至抛
荒。

本报记者 王茜茜

男人们把捆好的菠菜运出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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