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泰山C02
重点

2011年 4月 28日 星期四 编辑：侯海燕 组版：赵晴

75户存放大型奇石598块
泰山区奇石登记编号建档工作完成

找不出“病因”

比赔钱更可怕

26 日上午，记者在岱
岳区范镇一块菜地里见到
菜农赵和会时，他不停地
抱怨今年的莴苣价格太
低，去年一亩能赚 6000 元
钱的莴苣，今年只能卖到
700 元，连投入的成本都
收不回来。(《齐鲁晚报》4
月 27 日报道)

种植面积与往年差不
多，莴苣的价格却比去年
跌了近 9 倍。辛辛苦苦种
了一季蔬菜的菜农们，赔
钱却赔得不明不白。对菜
农来讲，赔钱固然是巨大
的打击，但是，找不出种菜
赔钱的根本原因更加可
怕。

虽然，菜农不能够完
全摸准市场的脉搏，但是，
菜农们对基本的市场信息
还是有一定掌握的。莴苣
大幅降价的直接原因既没
有明显的供求关系影响，
又跟盲目扩大种植面积挨
不上边，就连镇上的农办
主任都摸不清问题出在哪
儿，这让菜农们更是一头
雾水。

虽然，有菜农分析是
菜贱的大环境影响了莴苣

价格，但是，反馈到老百姓
饭桌上的情况却是一些蔬
菜价格并没有低多少。一
边是某一种类的蔬菜低
价，一边却是消费者的菜
篮子没有减轻负担，的确
让人费解。

菜农都指望着青菜能
卖个好价钱，可是，如果不
能把今年菜贱的原因搞清
楚，他们明年的种植欲望
就会大受影响。菜农们对
于来年种植何种菜更会犹
豫不决。如此恶性循环，让
菜农的种植行为还是避免
不了赌博的成分。

这就像人得了病，如
果不找出病因，就算花再
多的钱也无法有效治疗。
对菜农来说，找出菜贱的
原因才可能“对症下药”。
而这个原因的探寻，绝不
是菜农能够轻易找到的。
这个时候，政府这只“有形
之手”就应该发挥作用。不
论是大环境的影响，还是
地域性的调节不利，找出
原因让菜农赔钱赔得明明
白白，才能避免明年重蹈
覆辙。

本报记者 胡修文

本报泰安 4 月 27 日讯 (记者
路冉冉 通讯员 付刚 王峰)

记者从泰山区了解到，泰山区奇石市
场整治前期工作已经就绪，奇石登
记、编号、建档工作已经完成。泰山区
辖区范围内共有奇石经营业户 75
户，存放大型奇石 598 块。

“为了规范奇石市场，我们将
在做耐心细致说服教育工作的基
础上，对奇石市场外存放的奇石，
依法进行登记，分别编号并建立了
档案，并且还对无证经营及超范围

经营的业户进行了查验登记。”泰
山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多数的
奇石经营业户都能积极配合，搬迁
至政府批准设立的地方规范经营、
入室经营。

目前，泰山区辖区范围内共有奇
石经营业户 75 户，存放大型奇石 598
块。其中小井奇石市场经营业户 37
户，大型奇石 407 块；步天苑(南外
环，宁家结庄村)市场经营业户 38
户，大型奇石 109 块；道路沿线(华益
路)存放大型奇石 82 块。工作人员介

绍，调查摸底已经结束，对违规经营
业户的场地属性、面积、奇石数量等
情况有了充分的了解，达到了预期效
果。下一步，工作人员将对羊西奇石
大市场经营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确保
有足够的容量接纳、吸收有可能新增
加的业户数量。

此外，为保证及时发现非法经营
和乱摆乱放奇石行为，泰山区将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在区、街道镇两级设
立长期管理机构，探索建立日常巡查
工作机制。

27 日，山东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飞”动
植物艺术协会，在山东省爱鸟周之际，举办了爱
鸟艺术作品大赛。图为大学生在野生鸟类保护
知识展览活动中观赏鸟类图片。

本报记者 刘丽 通讯员 任月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