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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芳 王兆锋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日前，由聊城市新媒体委员会设

计 、 运 营 的 “ 聊 城 新 阶 层 ” 网 站 （ h t t p : / /
www.xinjieceng.cn）正式上线。这标志着聊城市社
会新阶层代表人士宣传、学习有了一个新的阵地，
全市统战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自今年8月5日聊城市新媒体委员会成立以来，
以服从和服务聊城发展大局为己任，认真组织成员
学习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讲话精神，积极对国家大
政方针、地方重大事件和统战工作进行报道，并对
地方热点、突发事件积极跟踪，率先将最客观的事
实传播出去，传播了正能量。

为更好地宣传国家大政方针和聊城取得的各项
成就，推介聊城社会新阶层代表人士的成功经验和
先进事迹，给新阶层代表人士一个表达思想、相互
学习的平台，聊城市新媒体委员会经过反复酝酿，
并报市委统战部批准，设计推出了“聊城新阶层”
网站。网站共设重大活动、会员动态、人物风采、
统战要闻、同心聊城、学习园地、每周一星、光岳
楼、我为聊城发展进一言等板块。

□ 本 报 记 者 李 梦 孙亚飞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王尚斌

◇农民：

道路难行，销售遇阻

“前几天由于天气不好，路不好走，客户
不来拉菜了，市场上的客户一下子减少了七八
成。如今棚里还有不少西红柿没有卖出去。这
几天天好了，客户又逐渐多了。”日前，在东
昌府区侯营镇赵庄村，蔬菜种植大户赵海说。
他告诉记者，前几天大雪，西红柿降价很厉
害，一斤仅卖到七八毛钱，卖菜难成为菜农们
面临的大难题。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及时清理
积雪，有菜农的棚还被压塌了。

“地里的路更难走，到处是泥，想出也出
不去，客户拉菜的车也进不来，真是急人。”
赵海补充道。

而在下雪前，赵海的菜卖得不错。“一年
种两季菜，秋季种西胡和西红柿，春季种茄子
和西胡，一季下来，毛利润能达到20万元。”
赵海告诉记者，他们家算是村里的蔬菜种植大
户了，总共13亩菜地，4个棚，每到农忙时
节，还要雇用五六个人帮忙干活。

谈及蔬菜的销路问题，赵海坦言：“多亏
了永安蔬菜批发市场，每天都有安徽、江苏、
湖南、北京等地的客户来此批发蔬菜。每天一
大早，十里八乡的菜农们纷纷赶来将刚采摘的
蔬菜运到这里装筐外销。”

在沙镇镇朱台村朱景喜的蔬菜种植基地
里，成堆成垛的泡椒依然随处可见。“这些韩
国泡椒是与青岛一家公司合作的订单农业，近
来，受雨雪天气影响，公司那边始终未能来拉
货，都拔了1个多月了，就这么一直放着。”
基地临时负责人朱云祥告诉记者。

据朱云祥介绍，基地下季打算种植洋葱，
都已经种上三分之二了，可是受雨雪天气影
响，不得不搁置。“等雪化了，地里要是没上

冻，还要继续把剩下的三分之一种完。”朱云
祥说。

◇市场：

货源紧缺，价格走低

12月2日，记者来到阳谷县鲁阳蔬菜大市
场，看到往日车水马龙的市场如今门可罗雀。

“没下雪之前一天能收10多万斤西葫芦，
从开始下雪销量就不大行了，现在一天只能收
三四万斤。”鲁阳蔬菜大市场办公室副主任刘
义元说，“前几天下雪气温低，西葫芦的产量
较以往下降了很多，再加上下雪路滑，外地的
客商过不来，只有本地的几个菜贩子来收菜，
他们把价格压得很低，每斤才2元左右。晴天
时候，外地的贩子来收菜，西葫芦收购价能到
每斤2 . 6元。”

对于雪天前后西葫芦价格的变化，阳谷县
园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西云深有感
触，她的合作社有900亩绿色西葫芦种植基地。
她告诉记者：“社员原先五六天采摘一次西葫
芦，现在十天才采摘一次，去卖茄子时看到市场
上的经销商比原先明显少了，产量少，价格也被
压得很低。但要是不卖，万一雪下大了把社员的
大棚压塌了，那就损失大了。”

一面是收购价步步走低，另一面却是市场

售价季节性上涨。“冬天的菜本来就贵，加上
现在路滑难行，价格更得往上翻了。朋友跟我
说，现在聊城市场上菜价要比前两天提高了
20%—50%呢。”刘西云无奈地说，“市场价
格虽然高，但我们只负责生产，而产品的流通
完全掌握在经销商手中。”

“让菜价合理回归需要多方面努力。”刘
义元说，“首先菜农应加大田间管理，做好蔬
菜的防冻抗寒工作，在做好病虫害防控的同时
注意用药，防止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同时，积
极拓宽销售渠道。只有实现超市与菜农的直接
对接，减少中间的流通环节，在保证车辆、采
购销售成本的基础上，能最大限度地让利给菜
农和消费者，才能让菜价合理回归。”

◇新思路：

网上销售，市民等菜上门

天气转冷，多数人会选择抽时间到菜市场
囤积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及肉类，以保证近几
天的需求。但对于那些平时不常做饭的人而言，
一次性购买多天的蔬菜、肉类是不现实的，所以
他们多是现吃现买。于是，互联网为菜农销售瓜
果蔬菜打开了一条新思路。

寒冷的天气及湿滑的路面，令家住聊城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居民于女士打消了外出买菜

的想法。“外面太难走了，还是在家里买菜
吧。”于女士说完便拿出手机，在百度外卖上
点开了一家名为“菜篮子”的店铺。只见她在
目录里选择好要购买的鸡翅、土豆、辣椒、酱
油等产品后，便直接下单付了款。“我平时工
作挺忙的，早饭、午饭一般都在外面解决，只
有晚上有时间自己做做饭，所以家里存不了什
么材料，怕变质，还不如想吃什么就现买点什
么呢。”于女士说，“在网上买菜挺方便的，
想吃什么菜就点什么菜，然后在家等着就行
了。”

大约30分钟后，于女士接到了“百度骑
士”的送餐电话。确认好自己购买的东西无误
后，于女士向“百度骑士”道了声“谢谢”，
便进屋开始准备晚餐了。

“自从百度外卖、美团外卖取消了优惠，
在网上买菜的人明显减少，但是这两天下雪，
路不好走，网上的订单又多了起来。”位于聊
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菜篮子”鲜蔬水果店老
板告诉记者，自从开始在网上卖菜，他们比之
前又多了一条销路。

“现在路滑，我们骑着电动车也不敢跑太
快，所以不敢保证太远的订单能够按时送到，
加之现在天气冷，更不敢保证客户所订饭菜的
温度。”一名在“菜篮子”取单的“百度骑
士”说，“相比于保温要求较高的热饭菜，我
更喜欢送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一边是下雪路滑，菜贩子压价收购 一边是天气转冷，菜价季节性上涨

费解的菜价

◆冬季是鲜蔬走俏的销售佳季，不少

农民支起冬暖式大棚种植蔬菜，打算打一

场“反季仗”。今冬气温骤降，寒冷来得

早、来得快、来得猛，对蔬菜大市聊城的

菜农来说，蔬菜销售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

响。破解恶劣天气下的蔬菜流通难，是菜

农的心声。

“聊城新阶层”网站

正式上线

□杨秀萍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对

创新最好的激励。11月29日上午，聊城市知识产权
保护协会正式成立。

当前在全省17市中，有12个市都有自己的知识
产权维权中心。聊城作为没有知识产权维权中心的
市之一，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始终是一大短板。“营
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积极性，首先要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聊城市知识产权局局长郭建军说。

该协会是由热心于知识产权工作的企事业单
位、各界人士及知识产权工作者自愿组成的地方
性、专业性、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法人。协会的宗旨
是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运用、转化合作，构建知识
产权创造保护服务平台，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
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
象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和细分，如专利权、商标
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网络计算机程序软件、商
业机密、植物新品种以及未公开的信息等，这些对
企业来讲就是效益的‘源泉’，更是企业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命根子’。”首届会长冯永浩在就职发
言中说。

“当前在聊城，拥有发明专利的企业已突破
1000家，全市范围内专利申请量和质量也在逐年提
高。在知识产权案连年递增的背景下，成立知识产
权保护协会，对企业而言是绝对的利好。”郭建军
说。据统计，当前协会共有会员60余人，即日起有
入会意愿的企业也可自主报名参加。

聊城市知识产权

保护协会成立

□赵玉国 高田
报道

12月7日，茌平县
贾寨镇邢胡刘村的村民
展示丰收的大葱。

近日，贾寨镇邢胡
刘村景华蔬菜种植家庭
农场的60亩大葱喜获丰
收，预计亩产达7000多
斤，吸引了济南、河
北、聊城等地的客商前
来收购。眼下，村民们
正忙着收获丰收的大
葱，田间一派忙碌的景
象。

大葱喜丰收

农民收获忙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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