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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你贱”杀“回马枪”蒜农再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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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 明明

□本报记者 王艳彬

5 月 23 日，在市区中山
路热力管网施工现场，一派
如火如荼的景象。热力工人
正在安装对接热力管道，现
场忙而不乱，各道工序都在
井然有序地进行。

现场一名热力工人说：
“现在天气温度适宜，不冷不
热，正是工程建设的黄金时
段；到了汛期和高温酷暑天
气，会大大降低工作量，所
以我们要全力往前赶工期，
争取提前完成建设任务。”

漯河天阳供热有限责任
公司现场负责人说：“为了实
现新建热源厂的顺利投运，
今年的热力管网建设任务面
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双重考
验，我们必须实现多个项目
同步施工，科学组织、统筹
安排好各个路段的热力工程
施 工 ， 严 格 把 控 工 期 和 质
量 ， 确 保 工 程 建 设 能 够 快
速、高质量地向前推进。”

城市集中供热是一项重
要的民生环保工程，已经连
续两年被我市市委、市政府
确定为“十大民生实事”之
一。2018 年是我市集中供热
推进发展的关键一年，漯河
天阳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我市集中供热特许经营 30 年
的市政公用企业，也被赋予
了更加艰巨的社会责任和使
命。

2018 年伊始，漯河天阳
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在市主管
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年
初制定的各项建设计划和工
作 安 排 ， 强 化 责 任 服 务 意
识，建立常态化建设管理跟
踪机制，强力推进热力工程
建设，不断扩大热网覆盖面
积，确保我市集中供热建设
稳步向前推进。

今年以来，漯河天阳供
热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以沙北
新建热源厂和配套热力管网

的建设投运工作为重心，依
托黄山路、解放路、龙江路
等供热主管网，计划投资建
设13条供热管网，全长约17
公里，通过海河路、辽河路
等主路向周边敷设供热次主
管网，形成四通八达的供热
网络，实现我市多热源联网
供热，届时可为郾城区淞江
产 业 集 聚 区 、 孟 庙 工 业 园
90%以上的工业企业用户供应
过热蒸汽，满足郾城区公建
及居民小区用热需求，并可
进 一 步 提 高 供 热 质 量 和 效
率，更好地满足广大热用户
的用热需求。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
井冈山路、太白山路、文明
路热力管网的建设；于年初
开工建设的发展路、创新路
热力工程，已基本完成发展
路创新路段的建设，中山路
正在施工建设中；即将开工
的还有市场路、辽河路等路
段热力管网工程。另外，还
有多条路段目前正在积极进
行热力工程项目招标，完善
前期施工手续，力争早日开
工建设。2018 年年底，可优
先为龙江路、解放北路管网
沿线具备供热条件的居民小
区，暂用蒸汽管网解决冬季
采暖用热需求。并通过黄山
路管网为市委市政府、各职
能局委、学校、宾馆和居民
小区等有用热需求的部分公
建单位及居民实施供热。

随着供热管网的不断建
设，热网覆盖面积将不断扩
大，在漯河天阳供热有限责
任公司特许经营区内 （沙河
以 北 、 京 广 铁 路 以 东 区
域），将会逐渐实现集中供
热的全覆盖，为我市更多的
工业企业、公建、商贸的生
产用热和居民家庭采暖提供
优质高效的供热服务，为改
善漯河城市环境、优化投资
环境、建设经济强市做出积
极贡献。

我市集中供热工程建设忙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三 三 两 两 的 “ 产 业 工
人”戴着遮阳帽，在地里埋
头苦干，路边电动车、三轮
车 排 成 一 行 ……5 月 23 日 ，
正是大蒜收割时节，记者在
大蒜之乡——临颍县台陈镇台
陈村见到了这样的场面。一片
繁忙中，悲观的情绪笼罩在当
地蒜农心头：继去年大蒜遭
遇“蒜你贱”的困境后，今
年的大蒜价格跌到新低，每公
斤才8毛钱。

每亩大蒜赔近2000元

23 日上午 10 点，临颍县
大郭镇陶庄村村民张月英拿着
一把剪刀，在地里整理刚刚出
土的大蒜。“我们6个人早上6
点就来台陈村了，都是骑电动
车来的。”50 多岁的张月英每
到大蒜收获的时候，都和村里
的几个村民来台陈镇干活。

“工钱是一天130元，午饭是胡
辣汤就馒头。”张月英告诉记
者。

临颍县金台桥大蒜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陈书安今年在台陈
村 承 包 种 植 了 200 亩 大 蒜 。

“今年大蒜比去年还惨，每公
斤直降到 8 毛钱，去年还是
2.4元一公斤。”在地头，陈书
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
的租金是 900 元，蒜种、化
肥、犁地、农药、地膜、人工
等大约在1500元左右，一亩地
大蒜的成本大约在 2400 元左
右。而每亩地大蒜产量在1000
公斤左右，以目前的价格，每
亩大蒜卖 800 元钱，再刨除出
蒜的工资 （大约每亩地 400
元），“这样算的话，每亩地赔
进去将近2000元，200亩地就
是 40 万元。”陈书安愁眉不展
地告诉记者，看到目前大蒜的
行情，有的蒜农到现在还没出
蒜。“出蒜还要搭进去人工，又
卖不上价钱。”陈书安说。

“蒜你贱”变“蒜你完”

在金台桥大蒜专业合作
社，大院里停放着几台大蒜播
种机、收割机。“这些机械都

是合作社前几年买来的，有的
机械正在地里作业。”陈书安
告诉记者，今年台陈镇的大蒜
种植面积有5000多亩，比去年
增加了不少，增加的主要是散
户。临颖县大蒜的种植面积大
约在 7 万亩左右，比往年的 3
万亩增加了一倍多。

“种洋葱、土豆赔钱，种
粮食作物利润薄，想着大蒜今
年行情可能好一点，没想到又
赔钱了。”台陈镇裴墩村村民
裴迎磊告诉记者，今年他增加
种植了 100 亩大蒜，没想到却
遭遇了“蒜你贱”。

“我去山东金乡学习考察
时，他们那里的大蒜都上了
保险，保险公司给每亩地大
蒜定了一个保底价，低于保
底价保险公司将给蒜农一定
的补偿。”陈书安告诉记者，
他领导的大蒜专业合作社也
曾想过给大蒜上保险，几经
辗 转 也 没 有 和 保 险 公 司 谈
拢。“保险公司嫌市场风险太
大，不愿意给我们担保。”裴
迎磊等蒜农告诉记者，去年
的大蒜遭遇了“蒜你贱”的
困境，今年大蒜价格可能要
遭遇近几年的低谷，大蒜收
购商不仅挑肥拣瘦，还动不
动就压低收购价格，“蒜你
贱”要变成“蒜你完”，蒜农
可能血本无归。

每公斤收购价低至8毛钱，蒜农一亩地赔近2000元

蒜农正在出蒜。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 这 些 科 学 展 品 真 有 意
思，俺学到了不少知识！”5月
23日下午，市区淞江小区广场
十分热闹：孩子们、老人们等

纷纷来到市科协组织的“科普
大篷车”活动现场，在享受专
家诊疗、防诈骗知识讲座等的
同时，切身感受到了科学的魅
力。

当天下午 4 点，小区内

100 多名幼儿在老师组织下，
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科普展板、
科学展览品等。“每件科学展
品都蕴含一个科学知识，孩子
们看了很受启发。”幼儿园老
师殷怡冰告诉记者。

“听说今天还有司法局专
业人士讲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教育知识讲座，俺得来听
听。”小区居民李先生告诉记
者，平时他在家经常接到一些
电信诈骗电话，有时候不知道
咋应对，今天他一定要好好听
听专家的讲解。

“围绕‘创文’工作，我
们专门组织了科普进社区活
动，包括反邪教知识宣传、专
业知识讲座、专家义诊等多种
活动，全方位满足社区居民对
科普的多元化需求。”市科协
有 关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 ， 以
后 ， 他 们 还 将 组 织 更 多 的

“科普大篷车”进社区活动。

科普大篷车 居民很喜欢

工作人员在给社区的孩子们讲解科普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