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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厚 不甜 成熟不均匀

本地西瓜难卖 愁坏瓜农

眼下，正是西瓜大量上

市的季节，然而让人意想不

到的是，6角一斤的本地西瓜

没有市场，还要看“外来客”

的脸色生存的现状，让本地

瓜农一片唏嘘。

24日，记者走访了水
果批发市场、龙头、立
新、新华等农贸市场及部
分超市发现难寻本地西瓜
的踪迹。在鲁南蔬菜批发
市场附近，一车车西瓜很
是诱人，十多个瓜贩都将
事先切好的西瓜放在瓜堆
上，熟透的西瓜，瓜瓤鲜

红，还没等记者走近，三
五个商贩便招呼起来：“买
瓜吗？地道的潍坊西瓜。”
记者注意到，瓜贩用来装
西瓜的车辆，很少有挂着
鲁D牌照的，有的挂着鲁
R、也有的挂着鲁 J和鲁G
牌照。

记者了解到来自菏泽、

潍坊、烟台等外地的西瓜报
价在七八毛钱一斤，这些
西瓜身上大都贴着标签，
除了产地一目了然外还有
自己的品牌，这类西瓜占
据了西瓜市场的半壁江
山，几乎在每个水果超
市、水果摊上都能找到这
类西瓜的身影；本地西瓜

的价格在五六毛钱一斤，
但在水果超市、水果摊上
都很难见到，只是在农贸
市场、小区门口三三两两
的瓜贩开着三轮售卖；袖
珍西瓜的价格在1.5元一斤
左右，这类西瓜的价格普
遍较高，但销量还算不错。

外地西瓜“来势汹汹”

“我卖的瓜都是外地
瓜，山亭、滕州、薛城、台儿
庄等地也有大面积的西瓜
种植，但我却不卖本地瓜，
虽然本地瓜要便宜一些，但
并不受市民待见，外地瓜口
感好，尽管价格高一点却很
受市民欢迎，我这一车西瓜
一上午就卖得差不多了。”

一位水果商贩说，“都说本
地西瓜不太好吃，不仅不
甜，皮还格外厚，成熟也不
均匀，有时半边红半边白
的，有时还会遇上空心的，
本地西瓜卖不动，光靠咱本
地市场也很难消化这么多
西瓜。”

在外地西瓜的冲击下，

当地西瓜在市场上毫无地
位，外地瓜不但在农贸市场
占据优势，在综合商场、水
果超市里更是畅销。在振
兴路一家水果超市记者发
现，顾客在店里选了半天，
往往最后还是倾向外地瓜，
有的甚至一听是本地瓜，掉
头就走。记者在青檀路的

水果批发市场发现，本地产
的西瓜价格大都低于外地
瓜，即使这样，商家也不大
愿意进本地西瓜。不少瓜
贩表示，虽然从外地批发来
的西瓜成本较高，但因为含
糖量高、口感好、走量大、卖
价高还是有利润。

商贩：比外地西瓜便宜的多也卖不动

“村里人都说西瓜进
市区会好卖些，可进了城
才知道不仅卖瓜的商贩
多，而且卖瓜的地方也不
好找，价格也低，只好在
路边摆了个摊。说是 6毛
钱一斤，但有人买的时
候，价格还要再低点，即
便是这样，买的人还是很

少，能卖几个是几个吧，
总比烂在地里强呀。”在解
放路附近，瓜农王先生
说：“本地西瓜新鲜，往往
是采摘当天运往市场，不
使用保鲜剂，再则本地瓜
便宜，可是就是得不到市
民认可。现在运输方便
了，外地瓜大量涌入，本

地西瓜没有出路。”
“本地西瓜以农户分

散种植为主，除了西瓜自
身品质的原因，西瓜种植
总量较多，瓜农的销售方
式又受到制约，主要依靠
外地商贩到田头批发，果
农很少主动出击拓展市
场。像王先生这样的瓜

农，卖的都是自家种植的
西瓜，不好卖的时候还可
以灵活调整价格，但对于
一些水果摊贩来说，多数
西瓜要从批发商那里购
得，中间有道转手环节，
卖本地西瓜没有优势。”一
位瓜贩说。

（记者 张莉萍）

瓜农：本地西瓜新鲜 采摘当天运往市场

最近经历了几次狂风
暴雨后，很多市民的雨伞、
遮阳伞都变得“缺胳膊少
腿”，丢了觉得可惜，想修一
修，却找不到修伞铺。

“想修伞，找了很多地
方都没找到修伞摊！”前几
天狂风骤雨，吹坏了李女士
的遮阳伞，几乎有一半的伞

骨与伞布脱了节，虽然都是
些小毛病，但用起来费劲也
不美观。李女士想修一修，
可就是找不到修伞匠，问了
不少配钥匙、修鞋的师傅，
得到的答复是：不修伞。有
的师傅直接告诉李女士，这
年头谁还修伞，一把伞值不
了多少钱，坏了就扔掉，修

来修去麻烦。
“我今年刚给我的电动

车装了把太阳伞，六十多块
钱，前几天下雨的时候，大
风把我的太阳伞刮坏了，我
去安装遮阳伞的地方去修
人家不给修，找了很多地方
都没找到修伞摊。”市民孙
女士说。

在青檀路新昌批发市
场，只有一家卖伞的商铺承
诺三个月免费维修、终身保
修，但只是伞面、中棒不在
维修范围，并且坏了的伞需
寄回厂家，而其他卖伞的商
家则表示，只卖伞不修伞。

“如果买十几元一把的
伞坏了，我认为没必要修
了，只要能用一季就行了。”
家住广场花园 25岁的苏女
士坦言。“超市里最便宜的
塑料伞只需几块钱就能买
一把，用一两次伞面就会出
毛病，基本上是一次性用

品，只能扔了。”
难道修伞这一行当已

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吗？记者跑了五六个修鞋
摊，终于在振兴中路找到一
个流动的修鞋摊，摊主兼营
修伞业务。“现在只有在雨
水多的季节才有一些来修
伞的，平常基本没有，修伞
利润薄、太麻烦。”70多岁
的刘师傅说。刘师傅算了一
笔账，一把伞换一根支撑架
不过五元钱，就算再加上手
工费，修一把伞不过五六块
钱，修一把电动车的遮阳伞
也不超过二十块钱，除去成
本修伞挣钱很少，但是二十
元修把伞一般人也接受不
了。“如今卖伞的多，十块、
八块就能买一把新的，电动
车遮阳伞一把也不过五六
十块钱，谁还愿意去修？”刘
师傅说。 （记者 邵士营
实习生 陈君 文/图）

雨伞“缺胳膊少腿”市民无处修

振兴中路有个流动修伞摊

24日下午，滕州市民黄先生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买了一个 14斤的大西瓜，“我平时就爱吃西瓜，一个
人吃六七斤的西瓜不成问题，我们家的西瓜都是当
天就解决了。”黄先生介绍道，看 24号预报连着几天
都有雨，于是决定买个大点的西瓜，吃不完放冰箱
里，可以随时拿出来过过嘴瘾。

当天晚饭后，黄先生一家三口吃了半个西瓜，将
剩下的半个西瓜裹上保鲜膜放到冰箱冷藏室里。“当
时我老婆说这样放可别吃了拉肚子。我根本没当回
事，还一本正经地告诉她，甜的食物越凉越甜，冰镇
之后的西瓜更爽甜可口，放心，肯定没事！”黄先生信
誓旦旦地说。

第二天中午黄先生下班后就直奔冰箱取出西
瓜，美美地吃上一口，黄先生说：“冰镇西瓜确实甜，
吃着可过瘾了，我一个人吃了大半个，只给他们娘俩
留了四块。可到吃午饭的时候，我的肚子就开始不
舒服了。”刚开始肚子阵痛，跑了几次厕所，后来，肚
子变得绞痛连胃也跟着痛，疼得我蹲在厕所起不来
了，最后折腾的连午饭都没吃。黄先生的妻子和儿
子饭后也有一些腹泻，但情况不严重。

随着黄腹痛和腹泻的加重，他向单位请了假，一
家三口到社区门诊找大夫。经诊断，黄先生患的是
急性胃肠炎。医生断定问题就出在那半个冰镇西瓜
上。原来，从表面上看，西瓜放入冰箱是为了保鲜，
但其实这会让西瓜提前“衰老”。冰箱里含有厌氧
菌，随着时间的延长，厌氧菌的数量会越来越多，附
着在切开的西瓜瓤上，会破坏西瓜所含的维生素、矿
物质等营养成分。虽然已经覆盖了保鲜膜，但这只
会加快细菌繁殖而已。如果冰箱长时间未清洗，那
么此时的冰箱已经是成千上万细菌的繁殖乐园了。

滕州杏坛路某医院的徐医生说：“隔夜西瓜会滋
生很多细菌，加上冰箱内细菌本身就很多，不宜放置
时间太久，隔夜的西瓜最好是在常温下放置一段时
间之后再吃，要不然太凉会伤害脾胃。此外，西瓜属
于生冷食品，任何人吃多了都会损伤脾胃，导致消化
不良及胃肠抵抗力下降，引起腹胀、腹泻。”

（记者 王晨曦）

冰镇西瓜“撂倒”一家三口
医生：放置过久易滋生细菌

“我娘家是滕州市羊庄镇，上面的三四辈人都是
做鞋的，传统的铲鞋、绣花鞋、虎头鞋等都做，至今父
母还在老家制作鞋子，在市场上销售。我从小受家
庭的影响也会做鞋，区市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都参加过，并且现场表演过做虎头鞋的技艺呢。”记
者见到甘以凤时，她还在招呼客人，停下手里的活
计，这位 46岁的老板娘向记者讲起了她的一些经
历。甘以凤说，她20多年前嫁到了山亭区西集镇，丈
夫在矿上工作，自己在家里除了做鞋就是看孩子种
地。后来表姐在市中区开饭店，主打菜就是辣豆腐，
因为人手不够，将她叫来帮忙，在表姐的饭店里她一
干就是十多年，不光掌握了特色美食辣豆腐的制作
方法，也学会了其他的菜式。

甘以凤说，豆腐营养丰富，含有铁、钙、磷、镁等
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枣庄辣豆腐已有百余年
的历史，是枣庄地区的传统小吃。为了保证质量，他
们的豆腐都是自己加工，选用本地产的优质黄豆，经
泉水浸泡后采用传统的手工制做而成，纯天然无污
染。在制作辣豆腐时，将豆腐切块，经过熬煮，再添
加热油熬干的红辣椒及各种香料后，盛到碗里，放上
香菜点缀，使辣豆腐色香味俱全。辣豆腐营养丰富，
吃的健康，辣的够味，每碗价格仅十元左右，很受食
客们的青睐。甘以凤说，曾经有两位邳州客人，在下
雪天专门来品尝辣豆腐，也曾有八九位济南客人一
大早就过来，等了两个多小时，为的就是品尝辣豆腐
的美味。

前年枣庄辣豆腐制作技艺被批准成为区级非遗
项目，甘以凤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辣豆腐的
知名度，让枣庄辣豆腐不断传承下去。

（记者 孔浩）

跟随表姐学艺十多年

甘以凤：
我的辣豆腐色香味俱全

本地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