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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LUOHE 05漯河

种植环节：地租翻番人工贵▲ ▲

4月 19日上午，记者来到郾城区孟庙
镇张店村郑少华的蔬菜种植基地。

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两个塑料大
棚。大棚的入口处，放着50多袋肥料；大
棚里，不少工人忙碌着。

2005年，郑少华开始种植蔬菜。当时
家里只有一亩多地，郑少华瞅准了蔬菜种
植里的商机，又租了邻居 5 亩地。2010
年，他又租用了其他村民的地。慢慢地，
他的蔬菜种植基地上了规模。如今，40多
亩地里的丝瓜、西葫芦、玉米菜、芹菜长
势喜人。然而，郑少华却愁眉不展：随着
蔬菜价格上涨，种植成本也上涨了。其

中，仅地租一项，就由十年前的每亩每年
800元涨到了1600元，翻了一番。

随着种植规模扩大，需要的人手也越
来越多。

“现在要雇十来个人。现在人工多贵
啊，一天就要 60块钱。光给工人开工资，
一天就得五六百。”郑少华告诉记者，种
子、化肥和大棚材料的价格也不断上涨。
以丝瓜来说，现在一亩地的化肥成本就达
到3000元。

成本的不断增加令郑少华不堪重负。
“菜价涨了，我却赔了。”郑少华告诉记
者，丝瓜的地头收购价是每斤2.4元。

4月 19日，记者先后走访了海河路沟
张农贸市场、华山农贸市场和辽河路丹尼
斯卖场。

上午11点左右，记者先来到沟张农贸
市场。一位大姐在询问青椒价格后，直
呼：“6块钱？太贵了！”

菜贩赵女士则回应：“贵我也快卖完
了。我这种比别人的大，还好吃。没办
法，进价就贵。”

赵女士说，最近蔬菜的批发价居高不
下，她也不能亏本卖，但是售价高，买的
人就少了，所以她降低了进货量。目前各
种蔬菜的零售价都比较高：青椒 4元/斤，
丝瓜 3.5元/斤，番茄 3.5元/斤，包菜 2元/

斤，芹菜2元/斤，葱3.5元/斤。
记者又去华山农贸市场探访了一下，

发现蔬菜零售价格差别不是很大。
对于批发价和零售价格相差较大的问

题，菜贩王女士说：“我们去南关蔬菜批
发市场拉菜，不得要运输费？以毛重购买
的蔬菜，我们还得进行二次加工，把那些
运输过程中损坏的、烂的去掉，再进行销
售。”

同时，销售过程中的人工、摊位租赁
等费用，也会转嫁到零售价格中。以沟张
农贸市场为例，该市场一米长的柜台，靠
近市场大门的柜台租赁费是每月 100元左
右。一般一个商贩要用 3 米到 4 米的柜
台。而许多商贩不止一个柜台。

一位姓李的商贩对记者说：“光是租
赁费就够头大了，还有运输费、人工、蔬
菜损耗等杂七杂八的，加起来能不贵
吗？！”

记者又来到辽河路丹尼斯卖场，发现
在沟张农贸市场售价 3.5元/斤的丝瓜，这
里卖4.98元/斤，还有其他几种蔬菜也比农
贸市场贵。购物环境好、租金较高、人工
贵……这里许多蔬菜的零售价格比沟张农
贸市场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零售环节：菜价上涨幅度最大▲ ▲

从地头到餐桌 菜价一路涨！涨！涨！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见习记者 陈金旭

“马上5月了，菜价仍然高得离谱！”近段时间，我市蔬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菜价，是市民十分关心的问题。无论跌涨，菜价总让人“纠结”：一方面，市民

餐桌上的菜越来越贵；另一方面，农产品滞销以至于烂在地里的事情时有发生，“菜
贱伤农”的新闻也让人揪心。

这条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长长的供应链上，菜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连日来，
记者走访蔬菜零售终端、批发市场以及菜农等各个环节，试图寻找答案。

批发环节：批发商加价少不了▲ ▲

蔬菜能从田间地头直接进入菜市场
吗？郑少华告诉记者，不是这样子的。每
天早上 5点到上午 10点，有很多蔬菜经纪
人到他的种植基地收购蔬菜。

“来这里收购的，有散卖的，也有批发
给蔬菜市场商户的。”郑少华说。

张全国常年在市区许慎农贸市场做蔬
菜生意。每天上午 8点，他就到郑少华的
地里批发芹菜。

“从大棚到农贸市场，一斤要加 2 毛

钱。”张全国告诉记者，他的芹菜在集市上
每斤的利润一般在2毛钱左右。

“遇上雨雪天，利润在 5毛左右。”张
全国说，他综合考虑自己的来往车费、摊
位费、蔬菜损耗等，每次的批发量在 500
斤以上，有时候更多。

4月 19日，张全国买了 1000斤丝瓜、
500斤芹菜。“这样的本地丝瓜，在农贸市
场的批发价是每斤 2.6元，零售价 3.2元。”
张全国说。

运输环节：运费等摊到菜价上▲ ▲

4月19日上午10点左右，记者来到市
双河农产品批发市场。市场里的工人，有
的正忙着将蔬菜从车上卸下来，有的仔细
挑拣、给蔬菜分类。

“包菜 7毛 5一斤，来一袋吧！”一位
开大车的菜贩招呼记者。

记者又往前走，遇到另一个菜贩，包
菜只要 7毛一斤。记者询问了解到，这位
商贩将包菜从许昌市襄城县运过来，由于
是自己的车，所以只要支付五六十块钱的
油费就可以，因此，价格比之前那家要稍
微便宜一点。

记者看到两位工人正将车上的西葫芦
和青椒往下搬运。经过询问，记者了解

到，这车蔬菜10吨左右，是从山东运过来
的，运费算下来要1400元左右。

当记者询问搬运的工资是按筐结算还
是按月结算，搬运工自豪地说：“我一天
的工钱是 120块钱，按筐结算的话基本上
没有人干。”

“从山东到漯河，有 500 多公里呢。”
司机告诉记者，每天的长途奔波对司机来
说十分辛苦。

记者调查发现，近段时间辣椒、丝
瓜、西葫芦、大葱等基本上都是从山东、
河北等运送过来的。拿丝瓜来说，批发价
格在每斤 2.9元左右，但新鲜度不如郑少
华的本地大棚丝瓜。

市区一家超市，丝瓜的价格是每500克4.98
元。

在郑少华的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在采摘丝
瓜。

在市双河农产品批发市场，一位菜贩在批发黄
瓜、丝瓜等蔬菜。

市民在海河路沟张农贸市场选购蔬菜。

□见习记者 李文姣

提起广场舞，人们总会觉得就是一群
退休的大妈打发时间闹着玩。但是，家住
市区建设路的王迎把广场舞跳出了名堂，
不仅成立了自己的阳光舞团，还在各种比
赛中拿了奖。因为舞蹈，她还结识了一群
好姐妹。因为舞蹈，她在退休后迎来了自
己的新事业。因为舞蹈，她的生活焕发出
新的生机。

睁开眼就想跳舞

从早上起床睁开眼睛到晚上上床睡
觉，王迎都沉浸在舞蹈里。可以说，她不
是在跳舞，就是在去跳舞的路上。

早上 8点，王迎准时起床，洗漱之后
她就开始在网上学习舞蹈。

王迎说：“以前我们每天早上 6点多
还要出早操呢，现在比赛的任务多，怕体
力跟不上就没有再出早操，不过我还是坚
持在家里学习舞蹈，上网看看视频，学习
别人是如何编舞的、如何练习的。”

上网看过视频后，王迎就会找他的舞
团的副团长芦莹一起练习舞蹈。

芦莹在马路街经营一家鞋店，对于舞
蹈也是十分热爱。每天上午，只要没事，
她们就会在芦莹的店里一起练习。王迎编
舞、芦莹跳舞，两个好姐妹互相切磋、共
同学习。

跳着舞不觉得累

下午一点多，刚吃过午饭的王迎和团
员们早早来到双汇广场漯河市老年人体育
协会的排练室，热身、纠正动作、熟悉音
乐。她们当天学习的是按摩球韵律操。这
是国家规定的十二套广场舞中的一套。王
迎和团员们既是学习，也是为下半年省里
的广场舞比赛做准备。

排练间歇，王迎和姐妹们聊的也是舞
蹈，怎么让动作更好看，怎么让表情更丰
富，怎么让舞蹈更有韵律，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聊得不亦乐乎。

排练一直持续到下午 5点，虽然活动
量很大，但是王迎没有丝毫倦意。她说：

“腰酸背痛是常事，但是从来没人打退堂
鼓，只要音乐一响，什么酸痛就都抛到九
霄云外了。”

热爱是跳舞动力

晚上六点多，晚饭后王迎又来到双汇
广场，带着大家跳广场舞。由于王迎编舞
好看，教得认真，要求严格，所以跟着王
迎跳舞的人特别多。

晚上八点，阳光舞团的团员开始集中
排练。

王迎说，这个月月底他们就有一场比
赛，所以现在抓紧时间排练。舞团的排练
时间是一个半小时。结束时已经是晚上九
点半了。王迎和团员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双汇广场。

王迎说：“随着我们舞团的影响越来
越大，比赛和活动也越来越多，有时候真
的会觉得力不从心。但是，对舞蹈的热爱
和团里姐妹们之间的感情，是我继续走下
去的动力。”

舞蹈爱好者王迎

从早到晚 与舞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