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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郝河庆

近段时间，发生在源汇区
空冢郭镇前袁村、大刘镇南王
村的大面积包菜滞销现象，经
网络传播后在社会上产生极大
反响，爱心人士和团体纷纷来
到田间地头购买，一时间“伤
心菜”变成了“爱心菜”。

然而，采访中记者发现，
尽管社会各界都积极行动起
来，用真情用爱心来拯救滞销
包菜，但这只能解燃眉之急，
大多菜农的损失是不可避免
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市
包菜滞销、菜农伤心呢？诸如
此类的滞销菜品该如何自救
呢？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包菜滞销 菜农伤心

5月25日上午，记者刚到
源汇区大刘镇南王村，就看到
市民高水霞正在自己承包的包
菜地里等候。

在阳光的照射下，广阔的
田地没有阴凉，高水霞种植的
包菜地绿油油一眼望去看不到
尽头，一颗颗硕大的包菜密密
麻麻地分布在菜地里，看上去
甚是喜人。然而，留神查看，
爆裂的包菜比比皆是。

“这些爆裂的包菜无人问
津，只能打碎埋在地里当肥料
了。”50多岁的高水霞谈起承
包土地种植包菜的事就唉声叹
气，“我是去年12月，在南王
村承包了 398亩土地，投资了
数十万元，全部种上了包菜，
希望能增加收入。”让她没想
到的是，头茬收获时却迎来包
菜价格跳水，尽管按两毛钱一
公斤的批发价格往外卖，但还
有2400多吨没有卖出去。

然而，并不是只有高水霞
一家遇到滞销。5月18日，源
汇区空冢郭镇前袁村的程建平
也通过网络发帖，讲述自己和
妻子因为急于创业，贷款包了
60亩地搞种植，如今面临 50
吨包菜滞销。“看着满地的包

菜即将烂到地里，真是欲哭无
泪，希望爱心人士能帮帮俺们
小夫妻，卖一点是一点，哪怕
是送给大家免费吃也中。”程
建平在网上发帖时诚恳地表
示。

爱心涌动 伸出援手

两起包菜滞销求助消息在
网上发布后，引起网友的关注
和转发。一时间，我市爱心人
士和爱心团体行动起来，开着
大小车辆，来到田间地头，按
照两毛钱一公斤的价格收获包
菜，不仅解了高水霞大姐、程
建平夫妇燃眉之急，更弘扬了
社会扶危济困的正能量。

虽然这个事情经过网友、
媒体的关注和帮助，看起来圆
满解决了，但因为产量过剩、
价格低廉、损耗严重等因素，
菜农的损失还是不可避免的。

产能过剩 值得反省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包菜
滞销、菜农伤心呢？如何从中
反省呢？

源汇区空冢郭镇政府、大
刘镇政府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两起包菜滞销原因之一
就是盲目跟风。近几年来市场
形势好，部分菜农种植包菜每
年每亩收入约有 3000 元。于
是大家争先恐后种植，这种盲
目跟风最终让菜农栽了跟头、
吃了大亏。

“还有一个原因是种植户
的订单意识尚未形成。”据空
冢郭镇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
程建平和妻子都是“90 后”，
涉世不深，轻信别人定价收购
的话，却没有签订订单合同，
造成大面积滞销。如今市场经
济变化较快，只有发展订单才
能确保增产增收。

此外，农村专业合作社虽
然发展起来，但还存在一些问
题，有的只是个“空架子”。
仅仅有牌子、有章程，但从不

开展任何活动或者活动开展不
规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渡过难关 实现自救

据了解，包菜滞销不是今
年才出现的现象，前两年山西
寿阳、陕西咸阳、杭州萧山等
地也出现滞销困境。菜农怎样
才能渡过难关，实现自救？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相关专
家告诉记者，首先要加强信息
沟通。通过媒体、网络等平台
将包菜数量、分布情况、批发
价等信息进行发布，并与政府
部门及时沟通，了解最新市场
动态，从而适当组织货源，直
接对接市场。

其次，采用直送方式，省
掉中间环节。菜农可租赁运输
车，将包菜直接从田间地头送
到批发市场、大型超市或居民
小区等地方进行销售。菜农要
主动与相关机构合作，扩大销
售市场。企事业单位的食堂采
购量一般较大，深加工企业一
般会大量储备原料，菜农应与
这些机构建立联系，帮助销
售。此外，还可通过电商平台
拓宽渠道，扩大市场。

最后要改变种植习惯，尝
试种植其他品种的蔬菜。包菜
本是一种盈利空间较小的蔬
菜，不过由于其耐寒、抗病、
适应性强且种植方法较简单，
许多菜农都习惯种植。专家建
议，菜农可根据市场的供需情
况，适当种植其他品种的蔬
菜，农户可向当地农业部门寻
求技术帮助。

□本报记者 张晓甫

近日小麦进入收割期，我
市部分农机纷纷外出到南阳、
驻马店地区进行作业。记者走
访发现，不少农民自发加入本
地农机专业合作社，“借船”捞
金，道路越来越宽广，而农机
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和规模也越
来越大，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一农机手半月收入4.9万元

5月 24日，在郾城区商桥
镇李纪岗村，记者见到了有着
10 多年经验的农机手郭学伟。

“加入村里的合作社已有5个年
头，去年挣得最多，半个月的
时间挣了 4.9万元。”由于南阳
等地下暴雨，郭学伟在家里等
了两天，上午接到南阳那边的
电话，下午就要开着收割机去
社旗县。“那边联系好 400 亩
地，晚上就要开始作业。”郭学
伟拿着收割机驾驶证、收割机
行车证给记者展示。

郭学伟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一亩地收割的价格是50元
左右，除去给另外一个人的工
资、燃油费、机械保养费、加
入合作社的费用，每亩地他可
以拿到25元左右的利润。

考试合格才能成为农机手

记者见到商桥镇胡庄村的
农机手李向阳时，他正准备去
合作社开农机。“社里通知明天
要去方城县收割，我得拿着证
件去报到。”李向阳说。记者看
到，他拿的收割机驾驶证上面
印着郾城区农机监理站的公章。

李向阳告诉记者，想成为

合格的农机手还要经过严格考
试，首先是科目一理论考试，
接着科目二道路实际操作，科
目三交通法规理论测试。

“去年我在合作社举行的大
比武中拿了第一。”李向阳得意
地给记者介绍，他驾驶收割机
倒库、移库速度最快，更换收
割机上的犁耙的速度也最快，
社里专门奖励他了一条毛巾
被。一般的农机手每天的小麦
作业量最多在 200亩左右，而
李向阳的记录是 240亩，现在
这个记录在他加入的农机专业
合作社里还没有人打破。

合作社和农机手实现双赢

农机手借农机专业合作这
艘大船实现捞金梦的同时，合
作社的规模也因此越来越大。
在郾城区商桥镇李纪岗农机专
业合作社里，记者见到了合作
社负责人石国军。“现在已经吸
纳周边坡边村、党湾村、胡庄
村 等 近 30 名 农 民 加 入 合 作
社。”石国军告诉记者，原来只
有 4台小麦联合收割机，现在
新加入的收割机就有近 30台，
都是附近村子农民在享受农机
补贴后，主动加入合作社的。

“农民信息渠道单一，合作
社的资源可以和他们分享。一
有客户，我们就通知给社员。”
石国军说，估计明年还有更多
的农民带着收割机加入合作社。

上千吨包菜滞上千吨包菜滞销销 爱心人士伸出援手爱心人士伸出援手

助销助销““伤心菜伤心菜””爱心好沉重爱心好沉重

本报讯 （记者 尹晓玉）
“每次电视剧里演到福利院做
义工的桥段，我都可感动。咱
漯河的福利院也能提供这样的
专业岗位了，我一定要报名做

‘专业’义工。”志愿者武俊丽
高兴地说。5月 25日上午 9时
许 200多名志愿者和大学生团
体来到市福利院门前，参加慈
善义工志愿者服务基地、大学
生社会实践基地、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教育基地的揭牌仪式。

这三个基地的成立将给我
市的慈善活动、大学生实践、
未成年人教育等带来什么改
善？

市福利院院长张丽表示，
市福利院已成立社工办，将负
责这三个基地成立后的具体工
作。“接下来，我们选择一批

志愿者，根据他们的需求及自
身情况，为他们提供适合的工
作岗位，更好地满足他们奉献
爱心的需求。近几年，越来越
多的大学生想要到福利院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成立大学生社
会实践基地，也能给他们提供
更多的实践机会。同时，我们
将开展活动，让全市的未成年
人有更多机会到福利院接受思
想道德教育。这三个基地成立
以后，我市的公益活动将更加
规范，更加精准。”张丽说。

“每年寒暑假，都想到福
利院帮忙，但又感觉很迷茫，
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现在好
了，我准备到社工办做个登
记，福利院需要人的时候，只
要有时间就过来。”参加揭牌
仪式的大学生李龙臻说。

想当“专业”义工 先去做个登记

农机手借船捞金
合作社生意红火

市民高水霞在源汇区大刘镇南王村承包的包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