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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上涨，对农民春耕
影响如何？ 2 月 16 日，笔
者带着疑问来到了无棣县碣
石山镇古家村，该村的“大
久保桃”远近闻名。

在该村村民张金涛家
里，笔者了解到，现在留在
村里种地的大多是五六十岁
的老年人。“一亩地一年耕
两次播两次收两次，每次至
少 40 元，如果是联合收割机
那一次得 60-70 元，这么算
下来一亩光农机雇用费就得
200 到 300 元。”张金涛掰着
手指头算起账：“这还不算浇
地费用，不然还要高，今年柴
油一下子涨了那么多，一亩
地光农机作业费就得多支出
五六十块，这地是越来越种
不起了。”

村支部书记张宝池却乐
观多了，前年村里成立了
“大久保桃”合作社，虽然
还是果农分散种植，但也初

步实现了“统一技术要求、
统一销售价格”。合作社成
立后，桃子再也不愁卖，价
格也涨了上去，让张宝池头
疼的是，一个客户要 1000 斤
桃子，要组织十几个户，跑几
十个地块才能采摘够数。从
去年入冬开始，张宝池就在
镇政府的支持下，准备通过
土地流转新建一个 300 亩的
成方连片的大久保桃树园。
但这 300 亩却牵扯到 70 多
个农户。有的农户下不了决
心签字流转土地，于是这个
事就从去年冬天拖到今年春
天。谁知到了 2 月份，事情峰
回路转，柴油、农资上涨让群
众醒过神来：一家一户的小
打小闹挣钱越来越少，他们
主动找到张宝池要求入社。
这戏剧性的变化，让张宝池
更加坚定了向规模要效益带
领群众致富的信心。

本报通讯员 王延明

2 月 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汽、柴油价格每吨提高 300 元，测算到零售价

格 90 号汽油和 0 号柴油(全国平均)每升分别提高 0 . 22 元和 0 . 26 元，从而达到 6 . 97

元/升、7 . 32 元/升。据统计，自 2005 年以来，柴油价格已作出 22 次调整，累计每吨

增加 4670 元。柴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对即将到来的春耕备播有何影响，本报记者和

本报通讯员在各地做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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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

种地成本高了
土地流转易了

农机大户：

油钱“吃”掉一半利润
油价涨，农机回本变难了

2 月 19 日，在济阳县崔寨镇孙
大村村委会，记者见到了农机户杨元
贵，对柴油价格上涨给农机户带来的
影响，杨元贵有着切身体会。

2008 年，杨元贵以 8 . 7 万元的
价格购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买这台
机器时，杨元贵原想大干一场，“一
年赚个两三万，三年就能回本，剩下
的时间，就只剩发家致富了。”算这
笔账时，杨元贵忘了油价可能会上
涨，且涨的幅度还不小。

2011 年，杨元贵的联合收割机
共作业七百多亩，收入三万多块钱。
但这三万块钱的收入里光燃油费用就
高达 14300 多块钱。“买机器时，柴
油价格才 4 . 6 元每升，而去年就涨到
了 7 . 4 元每升，价格差了近 3 块钱。”3
块钱的差价，意味着去年一年，杨元贵
的利润缩水 6000 多块钱。“我的收割
机还是中型机具，要是大型拖拉机，
一年可能要多支付一万多元。”

杨元贵说，要不是油价持续上
涨，四年下来，他买农机的本钱早已收
回，但柴油价格的一再走高，让这位汉
子心里有些打鼓，“三四年肯定收不回

成本了，因为三四年之后，一般机器都
会出问题，维修费用也会相应增加。”

限供油，再好的农机成摆设

除了柴油价格的步步走高给杨元
贵心里“添堵”外，柴油的限量供应
也让他愁上加愁。

“农机作业的时间很短，一般集
中在麦收和秋收这两个时间段，一年
加起来不超一个月。”因此，为在这
两个“黄金时期”创收益，农机户们
都是分秒必争的“抢”时间，但柴油
限购却又跟农机户们开起了不大不小
的玩笑。

“去年秋收，正赶上了柴油限
供，这导致原本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农机作业，足足用了三个人。”“儿
子负责农机作业，老伴负责丈量土
地，我则负责到处找油。”

杨元贵之所以到处找油，是因为
受柴油限供影响，一个加油站只能为
杨元贵的机器提供 30 多升的柴油，
这对于一台 100 马力，一亩地油耗就
四五升的“油老虎”来说，只能是解
“燃眉之急”。

为不影响机器工作，去年秋收，
杨元贵每天的工作就是挨个加油站买

油。“不跑不行啊，不跑，机器就得
停，停一天就是上千块钱的损失。”

杨元贵告诉记者，即便是这 30
多升的柴油也是政策照顾的结果，
“如果不是政策照顾，想加油，太难
了，没了油，再好的农机也得在家停
着，成为摆设。”

“高油价”和“限量供”，让杨
元贵跨区作业的积极性深受打击，
“油价这么高，万一碰到柴油限供，
人生地不熟的，回都回不来。”今
年，杨元贵打算只给周围村民服务，
不再外出跨区作业。

油价上涨，不仅农机户的积极性
受挫，农民的负担也随之增加。农机
户李后来告诉记者，虽然油价上涨，
农机户的利润被压缩，但为盈利，农
机户也会将上涨的成本转移给农户。
“五年前，农民收一亩地玉米只需要
支付 30 块钱，而如今，收一亩地玉米，
农民却要支付 55 块钱。”

本报记者 谢翠萍

油价上涨，农民叫苦

农民：

担心农资也跟着涨
一提油价，无棣县海丰街道

后桥村的村民张伯有一肚子话要
说。他指着不远处的一辆拖拉机
说，“就说说这拖拉机，一亩地
少说也得个二三斤油，你看着涨
的不多，这用起来可心疼啊！”

当被问起会不会因为油价的上
涨而减少农机使用时，老张的
眉头皱了皱说：“那能不用
嘛 ？ 该 用 的 地 方 也 不 能 省
啊。”

海丰街道河东高村的村支

书高守元更是对这个油价仔
细地琢磨了琢磨，“你看现
在才刚开始春耕，虽说这个
影响还不是很明显，但是过
两天暖和了，化了冻就得进
行春灌了，到那时候就得用
柴油机了，还不知道油会不
会再涨，这话再往远了说，
这油价涨了，那化肥、农药
啥的不也得涨啊？”

本报通讯员 杨璐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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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民老中医，今年 82 岁，山东省莒县果庄
人，自十五岁开始从事医务工作。1959 年山东中
医(进修)学院毕业后，先后在山东临沂干部疗养
院、临沂市立医院等处工作。多次获得医疗机构
颁发的获奖证书和荣誉证书，在多种中医刊物上
多次发表论文，参加过《临沂地区中医药志》、《黄
河医话》等书的撰写工作，在临沂地区举办中医
学院毕业生《经典进修班》上执教五届，曾任“中
华中医学会临沂分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脉管
炎学会理事”，多次出席国家医学学术报告会，中
共临沂地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卫生先进工
作者”、“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等称号，其业绩被载
入《中国专家大辞典》、《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优
秀共产党员成就博览》等书。

李老中医精心钻研歧黄之术，博览历代诸家
之书，辨证施治有其真知灼见、立方遣药、严谨心
细、胸有成竹、攻下温补、各得其宜，对内、外、妇、
儿各科均有高深造诣，常有化险为夷之妙法，久
病痼疾，众医难调者，一经其手多见迅速康复。对
肝炎、肝硬化腹水、冠心病、脉管炎、偏瘫等疑难
病症治疗多见奇效。

多年来，人们一直视癌如虎，认为癌是不治
之症，是绝症，致使患者谈癌色变。李大夫从医以
来，从末中断用中草药对癌病的治疗研究。他从
大量实践中认识到，人体之所以发生肿瘤，一是

由于机理阴阳失调引起邪毒内侵气虚血滞所致；
二是由情绪波动气滞肝郁所致。他执着坚守“癌
病终将为中医中药所战胜”的信念，曾历经祖国
各地，遍访名医、
搜集古方验方，
终于科学地选出
了一组辨证施治
的治癌方案，采
用龙葵、天葵、半
枝莲、白花蛇舌
草、全蝎、蟾酥、
麝香、山甲、鱼甲
等十几 味中草
药，经古法炮制，
取沂蒙山富含多
种微量元素的山
泉 煎 成“ 消 瘤
液”，再根据个体
差别分别辨证施
治、虚则补之、实
则泻之、坚者削之、郁者疏之、调节阴阳、使之平
衡，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使患者体内癌病变细胞
分化代谢掉，重新产生功能正常的细胞，达到治
本之目的。自二十世纪 80 年代试治以来，先后治
愈癌病变患者 10000 余例，对此，诸多新闻单位

相继给予了报道。2003 年夏天，曾对部分治愈 10
年开外的患者进行追访，见他们一个个精神矍
铄，体魄强健，着实令人欣慰。这是对癌病的彻底

根治。“癌是不治之
症，全世界哪里也治
不好，治疗只能延长
寿命”的说法已经过
时了。

战祥来，男，72
岁，莒县洛河镇北汶
村，1988 年患胰头癌
经医院放化疗后已病
危，出院准备一切后
事，其大儿子来李大
夫处，请给诊治，检查
后瘤体巨大神志不
清，已无必要治疗，他
儿子说请给开方，如
有一口气也要治疗，
死了不找大夫，经李

大夫治愈，现在身体很健康。
十例、二十例、一百例 ...... 一个个癌病患者在

“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情况下，又看到了“柳暗花
明”，感到了世界依然那么美丽，内心仿佛潺潺流
水在心间流淌着喜悦。望着一面面锦旗，一封封感

谢信，李大夫感到无比欣慰与自豪。健康正向癌病
患者走来，事实证明，癌并不可怕，请勿讳疾忌医。

2001 年 9 月，李大夫应邀去北京人民大会堂
出席中国医学促进会，在会上就中草药治疗癌病
事宜作了典型报告，引起了入会者强烈反响，其论
文获得最佳论文奖；2004 年 5 月，李大夫又应邀去
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由卫生部组织，中华医学会，
中国医师协会举办的“中国名医论坛”大会，由于
其在治癌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李大夫被聘为“中
国名医论坛”副理事长,受到了韩启德副委员长的
接见。著名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陈灏珠教授，
著名癌病专家周纯武教授，对李大夫的治癌成果
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同李大夫一起合影留念。

由于李希民大夫的勤奋好学和刻苦钻研，终于
实现了中医战胜癌病的梦想，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医学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几十年来，他始终以一
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自己，
退休后回到莒县果庄政府驻地，在家里安了热线电
话(0 6 3 3) 6 6 9 1 6 8 3 手机 :1 3 9 6 3 3 1 7 1 9 7 ，无论昼夜寒
暑，总是耐心细致地为外地患者给予解答和治疗指
导。由于其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使李大夫的
医名远涉周围诸县乃至外省，故每日求医者络绎不
绝。虽已年逾古稀，仍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锲而不舍地投身于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伟大事业
中。网址： http ：//www.sdjxzyzlyjs.com/

癌魔何所惧 妙手可回春
— 记 著 名 老 中 医 李 希 民 大 夫

2010 年 6 月，李希民在上海世博会上和国际肿瘤
专家研讨医术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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