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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斤包菜“无人问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11年5月10日上午10：00在合肥市阜阳

路191号本公司拍卖厅举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合肥市金色池塘2A-5-107号门面房，面积约71.92㎡，参考

价79万元。
2、合肥市金色池塘2A-6-103号门面房，面积约21.39㎡，参考

价23.5万元。
3、合肥市金色池塘2B-7-301室住宅房，面积约162.61㎡,参考

价130万元。
4、淮南市田区朝阳东路市汽配公司家属楼第四层住宅房一

套，面积约65㎡,参考价25万元。
5、休宁县海阳镇盐铺村6号、7号、8号房产使用权，面积

174-180㎡不等,参考价每套54万-56万。
6、休宁县海阳镇盐铺村山越风景园景观入口处门面房使用

权，面积约190.58㎡,参考价60万元。
二、看样时间、地点：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日止，标的所在地。
三、注意事项：有意竞买者请于5月9日下午16时前交纳竞买

保证金，并携带有关证件来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四、联系电话：0551—2676246 2630618

安徽盛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1.4.25

星报讯（记者 樊立慧） 闽茶和徽

茶，你到底中意哪个口味？记者从23日召

开的第二届安徽茶文化春季推介暨茶王

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5月16日，福

建铁观音茶将与六安瓜片、黄山毛峰等著

名徽茶设台打擂，决出年度“茶王”。

第二届安徽茶文化春季推介会是由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杂志社、福

建省安溪县人民政府、安徽省茶叶行业协

会、合肥泉州商会和安徽茶城等单位联合

举办的。

湖北省嘉鱼县潘家湾镇肖家州村菜农鲁君根家里种了10亩包菜，由于滞销，只好

全部打碎当肥料。 新华社发

在一段时期内，菜价持续高位运行，以

菜价为首的食品类价格成了推动CPI上涨

最强有力的手，但是，近期菜价却纷纷“跳

水”，暴涨后暴跌，菜价为何这么阴晴不定？

根据合肥周谷堆农产品市场的监测数

据，由于3月底天气晴好，同比气温升高，

地产菜上市量大且品种丰富，因此进入4

月中旬以来，菜价明显下跌，甚至随着地产

菜的大量上市，菜价仍有下跌空间。

崔振生告诉记者，政府除了出台政策

稳定菜价外，还应该多出台政策维持菜农

的种菜积极性，否则明年种植的菜农少了，

菜价又会上涨。

周谷堆批发市场蔬菜大户左作新跟蔬

菜打交道已经几十年了，对于菜价忽高忽

低的情况，他认为很普遍，“菜农基本上都

是跟风种植，什么价格高就种什么，结果一

多了，价格马上就下来了，自然亏损，这种

情况已经存在多年。”

“农超对接是一个好办法，减少中间流通

环节，一方面让市民买得便宜，也让菜农得到

实惠。”崔振生还认为，政府还应该给予更多的

指导信息，政府部门发布权威信息，在需要的

时候向农民发出预警，以把损失降至最低。

皖北3000万斤包菜“无人问津”，合肥经销商凌晨1点遭菜农“围堵”

菜价“跳水”，压弯谁的腰？

徽茶设台打擂

欲与安溪铁观音争茶王

星报讯（记者 宛月琴） 到安徽旅游，

怎样才能“流连忘返”？安徽什么时候能

有像法国香水那样经久不衰的旅游纪念

品？一名导游又是如何“让书本的东西走

出来”？4月23日，省发改委社会处处长季

翔在为合肥千名导游“授业”时谈道，游、

购、娱、吃、住、行，旅游的这六大要素，安

徽都有提升空间。

季翔认为，旅游是一个系统工程，不

能孤立地研究分析问题，而是要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系统全面地考虑旅

游的各个要素，特别是游、购、娱、吃、住、

行六大要素。在“游”方面力求做到流连

忘返，“购”要爱不释手，“娱”要喜出望外，

“吃”要力求做到回味无穷，“住”要整洁实

惠，“行”要安全便捷。

在季翔看来，导游应该“让地下的东

西走上来；让书本的东西走出来；让静止

的东西活起来”。如何做到？季翔认为，

主要在厚积薄发、简洁准确、通俗形象、分

工合作、协同创新、文明礼仪上下功夫。

与千名导游话“让书本的东西走出来”

安徽旅游可以攻什么？

8分钱一斤，卖包菜还不如烂在地

里，这是皖北最大蔬菜基地中一些菜农

揪心之举，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植的

包菜上市，价格却给他们开了一个大玩

笑，一亩地足足亏本一千元。在忍痛翻

耕、欲哭无泪的同时，他们疑惑，究竟是

什么让菜价如此之低？

而另一边，合肥最大蔬菜批发市场的

批发商也在叫苦，即便批发价如此便宜，他

们生意依然不好做。他们也在疑惑，从收

购地到合肥，究竟是什么让菜价“翻了几个

身”？ 实习生刘静记者宛月琴沈娟娟

最近几天，对于蒙城马店蔬菜基地负

责人崔振生来说，本应该高兴，今年基地的

5000亩包菜刚刚大面积上市，因为天气的

原因比往年收成好得多。但他怎么也高兴

不起来，“往年同期能卖2、3毛钱一斤，现

在最多8分钱一斤，这么低的价格还没人

要。”

崔振生所在的蒙城马店蔬菜基地是皖

北最大的蔬菜基地，今年光是包菜种植面

积就有近5000亩。

他告诉记者，每亩能收6000斤包菜，

都长得不错，往年没上市前就有各地的蔬

菜商电话预约，甚至早早把车开到基地候

着，可今年，不知道怎的，已经大面积上市

了，近3000万斤包菜却“剩女愁嫁”。

“现在是不卖可能比卖亏得还要少

点。”崔振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们的蔬

菜基地土地流转承租的费用每亩是700~

800元，种子化肥和浇灌水每亩至少300

元，再加上人员工资等，一亩包菜的成本至

少在1300~1400元。而现在按照8分钱一

斤的卖价，一亩地包菜顶多卖上400来块

钱，这样算来，一亩包菜至少亏一千块 。

崔振生告诉记者，在皖北，不少菜农干

脆不再卖了，直接把包菜翻耕，或者让它们

烂在田里，因为价格那么低，还不够花钱雇

人去摘菜、搬菜。

“今年的菜价确实低得出乎想象。”省

城大海蔬菜的章荣全已经“驻扎”山东苍山

县18个年头，他的任务就是将苍山菜农种

的菜运上合肥市民的餐桌，如青椒、茄子、

黄瓜、大白菜等。

每天凌晨3点，章荣全会开始一天的

“收菜之旅”。但是，早在凌晨1点，就有不

少苍山的菜农排着队等在公司“推销”自己

的白菜，“菜农盯着需求大的收购商，我亲眼

看到过他们将处理不掉的白菜扔进沟里。”

菜价“跳水”，不仅让菜农很受伤，让包

括章荣全在内的蔬菜经销商们也感叹“生

意难做”。

他告诉记者，大白菜在山东的收购价

是每斤3分钱，加上人工费、包装费、运费

等，经历长途跋涉后的大白菜最少要卖3

毛才能保本，再通过层层流通手段到达市

民的“菜篮子”，最少翻了几番。

但他们却很少感觉到利润，油费、人员

成本等暴涨，也对蔬菜经销商这一流通环

节施加了压力。

一亩地包菜至少亏一千

凌晨1点菜农排队推销白菜

如何不再“菜贵伤民，菜贱伤农”？

4月24日，在出现严重芹菜滞销的郑

州市中牟县，由于市政府出台了最低保护

价收购举措，在中牟县明山庙蔬菜交易市

场，前些日子每斤跌到几分钱的芹菜收购

价格已经回升到每斤0.1元至0.12元。

在中牟县明山庙蔬菜交易市场，装满

芹菜的三轮车、农用运输车排成了长队，等

待收购过秤的堤弯刘村菜农马喜楼说：“这

么好的芹菜，十天前一斤只能卖六七分钱，

政府保护价出台以来，每斤收购价不低于1

毛钱，一亩地收15000斤，可以卖1500元，

基本收回了种菜的本钱，心里安慰多了。”

中牟县政府委托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

流通公司承担保护价托底收购，以每斤一

毛钱收购芹菜，政府将根据市场差价给予

该企业补贴。一些菜农告诉记者，有的经

销商芹菜收购价已提高到0.11元至0.12元。

“菜贵伤民，菜贱伤农。总体上看，菜

价贵仍是菜篮子问题的主要矛盾，而这次

多种因素叠加突发的蔬菜滞销，暴露出蔬

菜产、运、销各环节存在的问题，政府必须

重视。”在现场调研的河南省委常委、郑州

市委书记连维良说，今天出问题的是芹菜，

但是如果不建立蔬菜生产运销的长效保障

机制，明天出问题的可能是大蒜、西瓜等

等。

同是种植芹菜的中牟县官渡镇大段庄

村加入村里的“邦民菜农合作社”的四十多

家农户却家家年收入超过5万元。在菜农

王艳兴家的蔬菜大棚里，王艳兴与连维良

一起探讨蔬菜种植销售赚钱的诀窍时说，

菜农合作社与几家城市超市建立了长期供

菜合同，确定各家种什么品种，种多少量，

种植户要确保不施有毒农药，保障质量，他

家种的一亩芹菜今年4月份前就销售完

了，每斤卖价接近1元钱。 据新华社

直击保护价启动后的河南中牟菜市：

“卖难”缓解 忧虑犹存

专家预计二季度国内CPI

涨幅在4.9%~5.1%
昨日在杭州召开的第五届中国期货

分析师论坛“商品期货分论坛”上，国家发

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处长徐连

仲表示，当前国内居民消费价格处于一种

高位运行态势，预计短期内不会产生细节

性变化。国内二季度通货膨胀压力仍然

存在，但是这种压力不会继续明显扩大。

预计二季度CPI涨幅在4.9%～5.1%，上半

年涨幅约在5％左右的区间运行，下半年

涨幅会有所减小，要略低于5％。“总的来

看，全年实现4％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他说。 冯莽 张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