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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断利益“链条”或不能根治盗车
□刘铭

市民李先生说，他想知道
金柱文苑的回迁房办理的是大
证，还是自己单独的房产证。他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办理房产
证，办理都需要什么手续。给儿
子忙活着结婚的事儿，还要为
房产证张罗，李先生说他最近
忙坏了。

劳动局家属院的王先生
说，厨房公共烟道窜味真烦人。
楼上炒菜炝锅，什么时候放醋
什么时候放调料都一清二楚，
真是让人受不了。最近他的妻
子一闻到油烟味就难受，只能
别人做饭他家也开油烟机，费
时费电。

乐园小区(向阳组团)的刘
先生说，因为去年维修楼房，小
区北边两座楼之间的绿化带破
坏了，现在是黄土裸露，晴天起
风沙，雨天一脚泥。当初是物业
安排铲除的绿化带，现在全市
都在大搞绿化，为什么不及时
修复。他说，如果一直这样，指
不定又要有人种菜了。

(杨淑君)

手机尾号为 6599 的罗先
生来电反映：他在建行办的贷
款，有一个短信通知还款日期
的服务，现在还在收费，罗先
生称国家已经出台规定不应该
收这费用了，希望记者对此关
注。记者核实发现，相关部门
确实已经出台关于“银行因免
收一切信息服务费”的通知，
但该规定于今年 7 月 1 日才开
始实施。

手机尾号为 6508 的肖女
士来电反映：他住在专院家属
院 1 号楼 3 单元 6 楼，最近楼
下的邻居每天一早就开始装修
房子，嗡鸣声响个不停。肖女士
说，“大早上还没睡醒，就被吵
醒了，一整天没精神。”她想劝
劝邻居，每天开工时间能不能
晚一会儿。 (刘彦朋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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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北京、山东、河南等地蔬菜收购价格迅速下跌，菜农损失惨重，济南一名菜农为此自杀
的消息，刺痛了公众的心。与此同时，由于流通环节过多，蔬菜零售价格却居高不下，市民“望菜兴
叹”。这种“两头哭中间笑”的怪象，经网络发酵引发广泛关注。农民为何常遭“卖菜难”?市民为何常
遭“买菜贵”?如何寻找菜价“稳定器”?本期锵锵三人行，让我们聚焦“菜价伤农”。

海言阁

4 月 28 日，临清警方将缴
获的 28 辆电动车退给受害者。
去年全市电动车盗窃案发 2400
多起，在全市全部案件中占有
较大比重。尽管今年的刑侦重
心已向“盗车”案件偏移，但
此类案子案发的随机性，依然
让公安机关压力重重。但当丢
了车找回来退给车主时，车主
却不相信，几度失声。(详见本
报 C6 版)

几年前，随着人们智慧的
提升，第一辆电动自行车面
世。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的电
动车品牌上市，大量的电动车
涌上市场，各界人士购车的欲
望猛增。 2010 年的一组数据显
示，全国电动车产销量达到
2700 万辆，保有量已达到 1 . 4
亿辆。

不难看出，电动车已成为
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乃至一个
城市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之
一，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辆电
动车，几将原来盛行的自行车
“斩于马下”。但令人头疼的

事也随着发生，电动车不断丢
失！仅去年全市就发生电动车
盗窃案 2400 多起，警方把这类
案件作为“关系到民众切身利
益的‘小案’”，将“电动车
盗窃案首当其冲走向前台”很
有必有。

从警方侦破的几起案件
看，其中一部分作案团伙开着
改装后的轿车、面包车偷车，
还有一部分无业青年并没有作
案的故意，只是整天混迹在网
吧、小歌厅、洗头房等娱乐场
所，没有固定职业，没有经济
来源，给家里要不到钱时，就

会在电动车上下功夫。这应该
不是个小问题。虽然警方能斩
断之间了根根利益“链条”，
甚至断掉黑窝，但仍有一部分
人无业缺钱，转而紧盯风险
低、易销赃的电动车。加上市
民丢了电动车后不主动报案，
使各种隐藏的黑市仍很嚣张。

如何从无业到就业，进而不
再缺钱花，也许是目前亟待解决
的主要问题。莘县提出从本月
起，将对全县电动车进行统一编
号，并在公安部门备案，这或许
是一个不错的路子，但并非根治
盗车的源头所在。

“农超对接”应该成为常态

菜农没有市场话语权

卷心菜 2 分钱一斤没人
收， 100 斤的卷心菜十几元无
人要，菜农忍痛把卷心菜碾平
毁掉，人们不得不痛心地问：
蔬菜倒底是怎么了？

梳理蔬菜流通市场我们可
以知道，蔬菜从农民的菜地，
经收购商倒卖给批发商，再来

到城市的各大超市和商场，经
过多个环节，成本就涨出几
倍，如果中间哪个环节加价
多，菜价就会明显高上来，也
就有了“蒜你狠”和“豆你
玩”。在所有环节中，农民的
收益是最低的，收购商可根据
市场情况压低收购价格，农民
仅能控制菜的长势，却控制不
了菜价，菜农在市场上没有话
语权。

菜贱伤农也在另一方面，
凸显市场信息的不透明，菜农
种什么、种多少，只能凭经
验，根本跟不上市场的变化，
只能盲目跟风。市场经济是有
规律可循的，农民也必须摸清
市场规律，才能最大限度地避
开风险。

(刘云菲)

海言阁请您发言
本报周五全新改版后，受

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每
周五增加的《海言阁》板块，定
位为“说水城事儿，拉百姓理
儿”，即评说发生在聊城范围内
的事，讲述做人做事的道理。

该板块面向读者征集稿
件，要求“说水城事儿，拉百姓
理儿”，内容不求有多么高深，
文笔不求有多么漂亮，只要真
实客观、见解独到，均可向我们
投稿。

投 稿 邮 箱 ：l c q l w b @
126 .com

今年以来，从抢购盐到“瘦肉
精”，再到低价菜，中国人的餐桌
上一刻也没消停。蔬菜价格几分
钱一斤，菜农顶不住压力自杀了。
国家有关部门紧急行动，商务部
门要求超市直接到田间地头收购
蔬菜。到达田间地头的超市车辆
让菜农看到了希望。一时间，
“农超对接”成为热词。

“农超对接”让田间蔬菜只
通过超市一个环节，就到了市民
的餐桌，菜农和市民都从中得到

了实惠。可是，为什么只有在农
民的蔬菜碾压在地里、菜农绝望
不想再种菜的时候，才想到“农
超对接。”也许，有些农民素质
不是太高，以次充好，将劣质蔬
菜混到质量好的蔬菜里面，以图
卖个好价钱。但是，绝大多数菜
农还是希望能够长期合作的，他
们有足够的诚意保证蔬菜的质
量。

近几年来，随着蔬菜面积的
逐步扩大，规模化种植已经成为

一种趋势。在超市车辆开进田间
地头的初期，肯定有这样那样的
问题，这时“农超对接”试点企
业就要放下身段，在国家有关部
门出面之前，就该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把采购价格维持在合理水
平。针对“卖难”蔬菜，专门设立
专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超市
不通过中间商而是直接到菜地，
既履行了社会责任，又能供应新
鲜蔬菜、取信于民，何乐而不为？

(杨淑君)

不能指望菜农去了解市场

菜价跌声一片，让有的菜农
悔青肠子，不该跟风种菜。现在
除了降价处理他们还能怎么办？
总不能让辛苦种出来的菜烂在
地里吧。

也许有人说，是菜农对市场
不了解，跟风种菜才造成现在的
局面，可是，我们还真不能指望
菜农多么深入地了解市场。菜农
的本事就是种菜，他们的学识、

视野和判断力远远落后于市场，
在国际、国内贯通的市场条件
下，一些“见多识广”的批发商尚
连连败北，又怎能苛求菜农去了
解市场，更别说有前瞻眼光。

菜农不了解市场，但有些部
门了解，或者说应该了解。现在
菜贱伤农，一些部门牵头为民解
忧，这为菜农解燃眉之急，当然
值得赞许，但如果在农民种菜
前，有关部门就专门为菜农做出
市场预判和科学指导，同时有效
地通知到菜农，有些人或许可以
少遭一道罪。

对于房地产市场，国家出台
众多政策调控，更不断有专家来
作市场分析、预测和指导，但对
这关系民生的菜篮子，关系社会
长远发展的农村、农业、农民问
题，社会似乎关注得还不够。

(刘彦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