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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批发价五六毛一斤，价格虽是去年同期一半，却受到冷落

去年三四天卖完，今年得卖一周
本报记者 张婧婧 王晓云

本报6月17日讯 (记者 李沙娜
通讯员 尚晋) 17日，记者从共

青团东营市委了解到，为了能给农
民工子女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团市
委已经连续三年组织开展暑期爱
心家教活动，现招募志愿者为农民
工子女、留守儿童等提供志愿服
务。

据了解，2 0 1 5年“暑期爱心家
教”活动将于 7月份在东营市区及
各县区全面启动，现面向社会广泛
招募爱心志愿者，只要是东营籍市
外大学生，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在校生，省内各高校志愿支教队，
以及青年教师志愿者都可报名，报
名时间截至 6月 3 0日，7月中旬至 8

月中旬开展志愿服务。
而所招募的志愿者将为东营

市范围内的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
及困难家庭子女提供服务，除了提
供学业辅导、亲情陪伴、自护教育
和感受城市等志愿服务，提高农民
工子女的综合素质，引导他们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外，还将开
展“小手拉大手共建文明乡村”志
愿服务活动，结合青春关爱行动和
农民工子女牵手关爱行动等开展
多种形式的捐赠活动。

另外，志愿者可通过团市委、
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现场报名，也可
以通过东营共青团网站、东营共青
团和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微博、微
信，志愿东营APP进行报名，通过
审核后，将按照就近原则将所招募
的志愿者分配到各县区团委。在活
动结束后，团市委将为志愿者颁发
志愿服务证书。

据了解，暑期爱心家教活动是
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牵手行动
的重要项目，今年还将规范社区青
年志愿服务站建设，命名一批“萤
火虫”学堂，并进行结对式重点服
务，定期深入到农民工子女家中提
供志愿服务，为他们带去关心关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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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30日前报名

价格降得快、销不动
商贩担心多进货砸手里

17日上午，在海河市场附近的树荫处，商贩王先
生守着两车满满的西瓜，看着来来往往、却鲜少驻足
询价的行人，有些无精打采。“瓜是从尧沟拉来的，一
斤8毛钱，算上成本、运费根本不挣钱，可就这价还是
卖不动、销不出去。”王先生苦笑着说，去年同期西瓜
价格还在一块二三元一斤，至少能卖到一块钱，“今
年不知道什么原因，价格低了反倒不好卖了。”迫于
无奈，王先生开着车，寻找下一个销售摊点。

王先生还从利津王庄进了一批西瓜，由妻子薄
女士贩卖。薄女士告诉记者，去年一车拉四五千斤，
四五天就卖完了，今年一车拉三千多斤，也得卖上一
星期，“卖不动，价格下滑的也快，进多了货砸手里就
白忙活了。”薄女士说，5月初西瓜刚上市时，零售价
格一斤在三块五左右，没曾想落价这么快，一个多月
就变成七八毛一斤。

与海河市场相隔约三公里的金水南区北门，四
辆满载西瓜的三轮车，分别占据着门前道路的四个
角，偶尔有过往市民询问价格，四个坐在车旁凉棚里
的商贩都忍不住往上站一站，希望能招揽顾客。

“最明显的感受是今年瓜价降得很快，往年一斤
在两块钱或者一块五左右，能持续挺长时间，但今年
从两块钱降到一块五就没几天的事。”在金水市场旁
卖瓜的商贩薛先生称，今年大棚瓜刚上市的时候，他
就连续接到瓜农打来的电话，“卖瓜的这十年都是开
车去地头一家家要，如今瓜农愁销路，也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丰产却并非丰收。”

记者走访多个市场了解到，目前西瓜的价格根
据品种不同分为三个档次，每斤五毛、八毛和一块
钱，其中集中在八九毛一斤的最多，这与往年同期相
比，有着三四毛的差距。

种植面积增长导致产量增加
销路不畅拉低西瓜价格

利津县利津街道的后十四村有着20年的西瓜种
植历史，整个村子几乎家家种西瓜，闫志众也是其中
一个有着多年种植经验的瓜农。

闫志众说，目前西瓜的批发价在每斤五六毛钱，
几乎是去年同期批发价的一半。“今年‘五一’西瓜刚
上市时，批发价为一斤两块钱左右，而往年刚上市批
发价在两块五左右，不仅如此，后期价格波动很大，
明显不如往年稳定。”闫志众介绍，村里西瓜的批发
价从两块钱降到一块五，只用了10天的时间，“就这
也没坚持太长时间，后来又从一块五降到了一块钱，
而这个过程也用了不过半个月”。

闫志众说，这样的价格下，每亩七八千斤的产量
可卖出四五千元，刨去拱棚每亩3000元的成本，纯收
入在2000元上下，“远远低于常年的收益。”但与种小
麦、玉米相比，原本失落的闫志众又有些许安慰，“还
是种西瓜收入要高一些。”

闫志众透露，前些年每亩西瓜的纯收入可达上
万元，这深深地刺激了周边迫切加入的种植户，“仅

我们这个村，十来年来西瓜种植面积就从近百亩增
加到200余亩。”

而后十四村只是全市甚至附近多个城市西瓜种
植面积扩张的一个缩影。闫志众说，价格低没有刺激
销量，反而是种植面积的增长导致产量增加，销路不
畅直接拉低西瓜价格。

利津临河蜜瓜果农业合作社的王燕告诉记者，
今年西瓜价格行情偏低，西瓜批发价六毛一斤，有的
还到了五毛，价格一直猛跌。不过她的瓜在半月前价
格还在1 . 2元至1 . 5元之间时就全部卖完了。她的一
个东北客户大量收购西瓜，装上车的时候一块钱一
斤，拉到市场上时价格已经跌到几毛钱，“客户说一
车赔了好几万。”王燕说，今年西瓜产量大，而需求并
没有明显增加，也是导致西瓜价格走低的一个原因。

“还是得在品牌打造上下功夫，金河滩西瓜长
在黄河滩上，用黄河水浇灌，口味好得很，品牌上
去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市场价格的冲击。”
闫志众说。

运河路上多家西瓜摊的生意都不景气。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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