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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一天时间送出2300棵大白菜
振华超市爱心活动将持续三天

本报聊城 11 月 9 日讯(记者
邹俊美) 本报启动“温暖水

城·你我来买爱心菜”行动后，振
华量贩超市积极响应，几天时间
里共收购了 5.9 万斤白菜。11 月
9 日，振华超市又开展购物就免
费赠送大白菜活动，当天共送出
2300 棵。

9 日上午 8 点半，在振华量
贩超市，免费发放活动还没开
始，等候领白菜的居民已经排起
了三四十米的长队。“大家排
好队，按顺序领白菜。”上午 9
点整，免费赠送活动正式开
始，超市工作人员将一棵棵白
菜发放到市民手中。

一位 60 多岁的市民抱着孙
子来领白菜，他说，虽然白菜出
现滞销现象，在产地收购价格很
低，但农贸市场上的菜价仍然很

高。“农民种菜不容易，挣不了几
个钱，我们买菜也不省钱，今天
超市免费送白菜，我来领一棵。”

一位市民不仅领了免费大
白菜，还买了十多棵白菜。她说，
白菜腌着吃很好吃，多买几棵回
家腌上。“白菜营养成分高，我们
全家人都爱吃，再说白菜这么
便宜，我多买点。”

聊城振华超市副总经理李
恭文介绍，最近几天去沙镇收
购了近 30 吨白菜，在振华爱购
超市设置了“爱心大白菜”专
柜，不计成本低价销售。从 9
日开始免费赠送给市民，凡是
上午 9 点或下午 3 点前 150 名
来购超市购物的市民可以免费
领一棵大白菜。活动将持续三
天， 9 日当天送出 2300 棵白
菜。

1 1 月 9
日，市民在振
华闸口店摆对
领 免 费 大 白
菜。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农业合作社

让菜农尝到了甜头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抵御市场风险

减少投资成本

聊城东昌府区甜翠农产品
产销合作社负责人杜广太介
绍，今年他们合作社在沙镇种
植了 6 亩白菜，现在还没成
熟，大约到 11 月份上市。去年
他们种植了几十亩白菜，多销
往济南、香港等地，价格在一
块多钱一斤，在本地销售的白
菜，价格是 8 毛一斤。而去年
散户种植的白菜才卖到四五毛
钱一斤。

杜广太介绍，他们种植的
白菜品种是秋宝，跟散户种植
的不一样。合作社发展的是有
机白菜，在种植过程中绝对禁
止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用的
都是有机肥，防治虫害、除草
则完全靠生物方法和人工作
业。除了基础肥，在蔬菜生长
过程中一般要使用豆饼发酵形
成的有机肥。“因为种植过程

比较繁杂，所以价格比普通白
菜要高。我们跟上海、香港等
大城市签订协议，白菜一成熟
就能卖出去。”

聊城泰鸿星运蔬菜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李洪星介绍，散户
经营没有统一管理，难成规
模。农资投入成本高，万一购
买的农资不合格，个人力量很
薄弱很难维护合法权益。建立
合作社后农民可联合起来，直
接面向厂家统一购买农资，减
少中间流通环节，从而降低投
资成本。在面向市场时，农民
可以利用合作社维护自己的权
益，还可利用集体的权利来研
发新产品，进行农产品的深加
工，这样可以抵御风险。

聊城市农业局经管处副主
任刘国杰介绍，农民专业合作
社是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
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
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
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注册的门槛较低，凡是拥有一
定资金，有固定办公场所，五

户以上同类农产品经营模式的
农户就可以申请。

资金短缺

管理不规范

聊城腾飞农业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安玉林介绍，他原来做
饭店生意， 2010 年用自己全部
积蓄和朋友一起注册了农业合
作社，合作社主要种植茄子。
“赶得时候不好，第一年培育
出的茄苗农民刚种到地里，就
下了几场大雨，都淹死了，大
概损失了二三十万。”安玉林
说，合作社是松散的经济组
织，资产规模小，具有风险，
银行也不放贷，他东拼西凑又
包了几百亩地，投入了二三百
万资金，到现在还没回收。

记者了解到，东阿绿风养
殖专业合作社也存在资金短缺
困难，由于没有贷款，合作社
在购买雏鸡和饲料时都要跟厂
家赊账，等养殖的鸡卖出去

后，在进行资金结算。
多家合作社负责人表示，

合作社多是农民自己组建，现
在合作社的管理存在困难。东
昌府区萃琳有机蔬菜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崔怀芳说，他本身是农
民，文化程度不高，管理十多户
农民有些困难，合作社缺少管理
型、财务会计人才，致使目前多
数合作社管理水平偏低。。

刘国杰介绍，2007 年底，聊
城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有 92 家，
2008 年底 791 家，2009 年底
1453 家，到 2010 年底，全市农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 2988 家，
截止 2011 年 6 月份全市已发展
到 3039 家。虽然发展迅猛，但
也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合作社
运转资金紧张，取得信贷资金
很困难。

品牌意识差

合作关系松散

安玉林介绍，目前他们虽

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但还没
有自己的品牌，茄子成熟后的
销量并不困难，多销往石家
庄、杨州等地。但是都是按照
市场价格来销售的。“现在我
们正在联系注册品牌，如果有
品牌做的话，价格应该会比市
场价要高。”

聊城市农业局经管处副主
任张爱英介绍，目前聊城的农
业专业合作社规模较小，抵御
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多数合
作社只是向社员提供一个或几
个环节的服务，合作关系比较
松散。能够提供技术指导、生
产资料供应、良种推广引进、
产品销售的不到 30% 。部分合
作社内部运行不够规范，还没
有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
制，并且多数没有实行二次分
配。政府扶持和金融信贷支持
力度不够。农超对接门槛高，
困难大，优惠政策没有落实。
目前只有少部分合作社的产品
进入了省内外的个别超市。

白菜价格跌到低谷，沙镇李知州村菜
农血本无归。但记者调查得知，聊城东昌
府区甜翠农产品产销合作社也种了白菜，
去年散户种植的白菜价格是 4 毛斤，甜翠
合作社白菜价格是 8 毛斤，比散户种植的
白菜贵 1 倍左右。经营好的合作社能帮助
菜农抵御风险，但不少合作社存在资金短
缺管理不规范等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