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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1日讯 (记者 张婧婧) 近
日，东营市农业局总结了2015年的工作，并
对2016年的工作进行了安排，让全市农业
农村经济呈现平稳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2015年遭受气候持续异常，但全市粮
棉菜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形势稳定，棉花生
产有所下滑，但机采棉发展有所突破，东
营市成为全省最大的机采棉示范基地之
一。蔬菜及工厂化食用菌生产形势相对稳
定，莲藕等特色农业加快发展。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进展顺利，全市现

代农业园区达到190个，规划面积212万亩。
认定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145家，全市园
区化率达到45%。631家全市农业龙头企
业，预计实现销售收入635亿元。全市现有
涉农产品注册商标1400余件，进一步提升
了全市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在接下来的这一年，抓好产业结构调
整及粮食种植模式科技攻关。具体来看，
扩大水稻生产，试验推广稻麦连作模式，
发展高效特色农业，着重在食用菌、莲
藕、大蒜等方面下功夫。积极推进粮经饲

三元结构种植，以发展饲草畜牧业为突
破口，支持发展草食家畜养殖和青贮玉
米、苜蓿等饲料作物种植，搞好种养结
合、农牧结合。

重点扶持产业关联度大、加工和流通
能力强、规模集约水平高、辐射带动面广
的农业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不
断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引导鼓励企业走
多层次加工转化增值的路子，大力推进农
产品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综合加工能
力。健全完善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

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建立健全“乡村
调解、县市仲裁、司法保障”的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推进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并在每个县区选择1-2个
条件较好的村进行试点。

抓好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和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建设农产品
质量追溯体系，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追溯平台建设和物联网技术应用，推进农
业标准化生产，进一步健全完善地方农业
标准体系。

今年东营农业这么干
种植模式科技攻关，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本报1月21日(记者 魏菲) 21日，东营市
气象局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这个周末，随
着风的到来，雾霾不见了，但是不仅风来了，还

“捆绑赠送”了低温和小雪。
21日，东营市气象局11时发布寒潮蓝色预

警信号：22～24日我市受强冷空气影响，将出
现一次寒潮天气过程，有明显的降温、大风和
降雪天气。预计22～23日，我市有小到中雪，将
出现道路结冰；22～24日，各沿海海区西北风
逐渐增大到7～8级阵风10～11级，内陆地区4

～5级阵风7级；同时，气温将明显下降，降温幅
度8～10℃，24日早晨最低气温可达-16℃左
右。请注意防范。

根据东营市气象台预计，22 日有小雪，北
风风力逐渐加大，气温较低，易出现道路结冰，
请注意防寒保暖和出行安全；使用燃煤取暖
时，谨防一氧化碳中毒。

未来三天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1 月 22 日：多云转阴有小雪，东营-7 ～-

3℃；利津-8 ～-3℃；河口-8 ～-3℃；广饶-7

～-3℃；垦利-7 ～-3℃；北部沿海海区-6 ～-
1℃；东部沿海海区-5 ～-1℃。

1 月 23 日：阴有阵雪，东营-13 ～-7℃；利
津-14 ～-8℃；河口-13 ～-8℃；广饶-14 ～-
7℃ ；垦利-13 ～-7℃ ；北部沿海海区-8 ～-
6℃；东部沿海海区-8 ～-6℃。

1 月 24 日：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雪，东营-
16 ～-7℃；利津-17 ～-7℃；河口-16 ～-7℃；
广饶-17 ～-7℃ ；垦利-16 ～-7℃；北部沿海
海区-13 ～-7℃；东部沿海海区-13 ～-7℃。

嫌贵，下面条不舍得放西红柿
低气温下，蔬菜运输保存都会受影响，高价菜也就难免了
本报记者 孙川 张园园

“在这么涨
下去，可就不敢
用西红柿炝锅
做面条了。”看
着超市里各种
蔬菜标价，梁女
士有些“无语”。
菜贩和超市销
售人员都说，气
温低，运输、保
存等受影响，菜
价势必上涨。本
周末寒潮的到
来，更是让一些
市民“加紧”囤
菜的步伐。

菜价一路上涨
西红柿价格同比涨六成

东营市物价局数据显示，在1月15日至21日这
一周，监测的九种蔬菜中，4平5升，没有一种蔬菜价
格是下降的。其中周环比持平的为：卷心菜2元/斤，
土豆2 . 2元/斤，白萝卜1 . 2元/斤，茄子价格为5元/

斤；而大白菜0 . 5元/斤，西红柿4元/斤，黄瓜3 . 5元/

斤，芹菜2元/斤，油菜价格为3元/斤，价格略涨。
在这些价格上涨的蔬菜中，西红柿价格更是

以周环比上涨11 . 11%，同比上涨60%的上涨幅度
让人“咋舌”。

“菜价再这么涨下去，可就真不太舍得吃
了。”21日下午，市民梁女士在一家超市望着标价
4 . 48元/斤的西红柿感慨道，梁女士负责全家人的
伙食，每天都会出来买菜的她最近对菜价有点

“无语”，“价格涨得太快了，西红柿每斤都将近4

块5了，再这么涨下去，可就不敢再用西红柿炝锅
做面条了。”

记者在该超市溜了一圈发现，不仅是西红柿，
大多数蔬菜价格都比较高，除了大白菜、青萝卜、
冬瓜、紫甘蓝外，其他蔬菜价格都在2元/斤以上，菠
菜、黄瓜、生菜、山芹等价格都在4 . 5元/斤左右。

对目前东营的菜价，市民张女士也深有感
触，“昨天去附近一家超市买菜，以往都会有打折
的蔬菜，但昨天都没了，已经蔫儿了的蔬菜都在
按原价卖。”张女士说，她感觉这一方面是因为气
温降了，鲜菜紧俏，另一方面是超市不愁销，“就
算不打折，这些菜也都能卖完。”

菜价走高主要受低温影响
有市民提前为周末囤“便宜菜”

金水市场一菜贩告诉记者，目前菜价走高
主要的原因就是气温，“气温低，菜价涨，这是规
律，因为低气温下，蔬菜运输、保存都会受影响，
到市民这就肯定贵了。”随着“世纪寒潮”的一步
步逼近，蔬菜价格还会继续“涨涨涨”。

“菜价虽然涨了，但是超市里蔬菜销售的速
度却不慢。”一超市销售人员说，不少市民购买
的蔬菜数量比较多，“可能过两天气温还得降
低，蔬菜价格还得涨，因此有些市民就会买点囤
起来。”

“一般只有晚饭、周末两天的饭在家吃，而
且觉得市场、超市随时有菜，都是现吃现买，很
少囤菜。”不过，想到前一天晚上在超市看到的
情景，从不担心难卖菜的张女士，也计划着下班

后再去逛一趟超市，“有备无患吧，也避免寒潮
一来菜价再涨。”

不仅超市里蔬菜摊位前的市民增多，市场
上买菜的市民也多了不少。“市场外边的停车位
停满了车。”下班经过一市场，陈先生也忍不住
拐进去买了些耐储存的土豆白菜出来，“万一太
冷不愿出来买菜也有的吃。”

“下午同事就提醒我囤点菜，说周末迎来 30

年来最低温，估计菜价便宜不了。”说起囤菜，很
少在家吃饭的王女士也称，因为是周末，天冷不
想外出的话就得在家里做饭，“提前买点也行。”

不过，对于囤菜，闫先生则觉得无所谓，“寒
潮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顶多就是菜贵了点，应
该还是会有卖的。”

周日最低温将达到-17℃

周末结束气温回升

本报1月2 1日讯 (记者 段学虎 )

近几日，“世纪寒潮”成为市民谈论
的热点，本次寒潮的前锋已经开始影
响东营，作为莱州湾沿岸渔港比较有
代表性的广利港，从20日开始出现结
冰现象，2 1日，港内部分广利河河段
已经完全封河，上一次出现大面积结
冰现象，还是在3年前的2013年。

2 1日下午，记者来到广利港，数
百条渔船已经安静地停在港内，气温
寒冷，渔船上也少有渔民活动，而一
些靠近岸边的河水里已经出现了结
冰的现象。而靠近港口出口的一段水
面，冰面已经完全封河，不少渔船被
冻在冰中，动弹不得。记者现场一量，
冰层厚度超过2厘米。“从昨天开始结
冰，今天结冰面积又扩大了，这几天
有寒潮，气温比较低，如果风力较小，
冰层短时间内极有可能变大变厚。”
渔民王先生说。广利港内河水是咸
水，冰点相对淡水更低，“一般气温降
到-10℃以下持续数天，而水面又没
有风，就有可能结冰。”

对于本次结冰，王先生介绍，这
是从2 0 1 3年之后首次出现冰层封河

的情况，“前两年都是结一点冰，对渔
民出海没有影响。”据其介绍，本次虽
然出现了小面积封河，但是较常年结
冰期已经比较晚了，“现在已经到四
九了，估计以后的低温天气不会太多
了，结冰也可能是短期现象。”“据我
了解到的信息，现在莱州湾海冰很
少，较常年少得多。整体上，这几年的
气温较常年是偏高。”王先生说。

由于临近春节，大部分渔船早已
经回港，本次封河对于捕鱼作业影响
不大，“一般渔民都是农历正月十五
以后出海，如果春节后没有极度低
温，就不影响生产。”广利港东南的河
岸上，正在修船的渔民周先生说。

对于本次寒潮，老渔民认为，可
能不会造成结冰情况迅速蔓延的情
况。“本次降温伴随着大风天气，大风
吹动水面，情况会好一些，但是-10℃
以下的低温天气将持续三四天，港内
肯定是会继续结冰的。”有多年捕鱼
经验的渔民宋先生介绍，咸水很难结
冰，但是一旦结冰，融化也比较慢，

“一旦冰层够厚，气温一直持续在0℃
左右的话，就很难化开了”。

广利港三年来首次大面积结冰
部分河道已经完全冰封

21 日，广利港东段的河面已经被厚厚的冰封住了河，船只被冻在冰里。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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