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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蒿丰产价格低 种菜大户“伤不起”
本报呼吁社会各界伸援手共助菜农渡难关

春节就要到了，芦蒿正在大量上市。汤庄

镇潘季村蔬菜种植大户卢爱华种植的 200百

多亩芦蒿今年喜获丰收，亩产达 3000斤。然

而，市场上芦蒿的价格一再走低，“菜贱伤农”

的情景再次上演。

2日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汤庄镇潘季村

芦蒿种植基地。在卢爱华的带领下，记者走进

蔬菜大棚。一进大棚，新鲜的芦

蒿味伴着一股清新泥土芳香扑

鼻而来。田里，芦蒿叶子碧绿碧

绿，一堆挨着—堆。大棚内，一

群妇女正在田里采摘芦蒿。卢爱

华告诉记者：“来帮忙的都是附

近村组的村民。这几天，每天都

有一百多人到大棚里帮忙采摘

芦蒿，光支付的工钱就有上万

元。如果现在不抓紧采摘，等到

芦蒿老了、蔫了，就更卖不出好

价钱。”

据卢爱华介绍，他种植大

棚蔬菜已有四个年头，种过西

红柿、西瓜、大白菜、大蒜等，虽

然赚钱不多，但也没有亏本。由

于前年芦蒿的价格持续走高，

最高时曾卖到 7.5元 /斤，他动

起了种植芦蒿的念头。去年，他

将承包的 200多亩地全种上了

芦蒿，请来南京八卦洲的技术

员进行技术指导并负责提供销

售渠道。

看着 200多亩芦蒿长势喜

人，卢爱华却是忧在心头。“本以为今年可以

好好赚上一笔，但人算不如天算，今年是暖

冬，前段时间由于气温一直较高，芦蒿开始疯

长，产量很高，销路也不愁，但是因为没有了

明显的季节差，芦蒿的产量远远大于市场需

求，价格已经是惨不忍睹了。”他告诉记者，今

年种植的芦蒿大多发往江西南昌和安徽蚌埠

市场，60万斤芦蒿目前已售 20万斤，仍有 40

万斤待售。如果市场价格继续偏低，今年不但

白忙一场，更是血本无归。

卢爱华算了一笔账，今年芦蒿刚上市时，

由于气温低，芦蒿曾卖到 4元 /斤，但那时他

种植的芦蒿还未出棚。4元/斤的价格只持续

了4天。待到他种植的芦蒿出棚时，芦蒿每斤

只卖1元多，那时虽然赚钱不多，但还不至于

亏本。可是从上个月 31日起，芦蒿的价格直

线下跌，每斤仅有0.6元。

“现在是蚀本贱卖芦蒿。”卢爱华脸色凝

重，他给记者算了笔账：发往南昌的芦蒿，每

车运费需要 4800元，杂工等费用需要 9000

元左右，每发一车芦蒿，成本就需要 13800元

左右。一车能装芦蒿18000斤，每斤0.6元，一

车芦蒿卖不到 10800元，卖一车芦蒿就得亏

差不多3000元。前两天，卢爱华往南昌发了4

车货后，已经停止发货。“卖得越多，亏得越

多，让人吃不消。”

采访期间，卢爱华接到一个电话，让他糟

糕透顶的心情有了一点好转。卢爱华告诉记

者，给他打电话的是宝应一位客户，这位客户

通过市纪委监察局（市优办）官方微博 @清

风高邮 了解到他目前所处的困境，决定向他

购买500斤芦蒿，每斤价格1.2元。

对于年前芦蒿的市场行情，卢爱华既迷茫

也无奈，他说：“走一步看一步吧，希望年前这

几天芦蒿价格能够回升，也希望社会各界能予

以关注和帮助，让我能够安稳过年。”

去年 7月底，本报及时报道种植大户许

慧葡萄丰收销路难的情况，社会各界纷纷伸

出援手购买“爱心葡萄”。如今丰产不丰收、收

获辛勤劳动成果不赚钱反赔本的一幕重现，

实在令人痛心。本报将对此事进行跟踪报道，

并呼吁各界人士一起出智出力，帮助卢爱华

摆脱目前的困境。（热心的市民帮助联系销

路，有意者可致电本报新闻热线：84683100或

卢爱华本人电话：18083778681）

周雷森 卢登祥 文/摄

1月31日，汤庄镇潘季村蔬菜种植大户卢爱华向市纪委监察局（市优办）官方微博@清风高邮发出求助：家里200亩大棚芦篙，纯天

然无公害绿色种植，但由于最近气温升高，原本准备过年才卖的芦蒿不得不提前出售，价格低廉，希望帮助渡过难关。

接到求助的第二天，记者跟随市纪委工作人员前往汤庄镇潘季村了解情况———

手捧鲜嫩的芦蒿，卢爱华忧心忡忡

乡邻们正在田里帮助采摘芦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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