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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入伏以来，天气炎热，蔬菜价格也跟着
“升温”不少。家住北京市大兴区枣园东里
小区的王女士有些郁闷，“这些天买菜一天
一个价，茄子从一斤 1.5 元涨到 2 元，柿子
椒从 2元多涨到 3元，贵了不少。”

不少市民都有同感，“一入伏天就没有
便宜菜，超市菜贵，早市也不便宜，连晚集
的‘小车’零售也涨了不少。”在一位大兴区
芦城村菜农的小车上，绿叶菜每斤涨了 1
元至 2元钱。

天气升温真的能让菜价“升温”？北京
新发地市场统计部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
蔬菜价格上涨主要表现在应季蔬菜上，也
就是说，主要表现在冷凉地区的鲜嫩蔬菜
上。进入高温天气后，许多地区不能种冷
凉蔬菜，北京周边能种冷凉蔬菜的只有地
势较高、温度较低的坝上。因此，冷凉菜供
应量不是很大。

在环京津蔬菜基地之一的河北省固安
县，这个时期冷凉类蔬菜基本种植不了。

固安县蔬菜管理局负责人说，本地能种的
早春蔬菜豆角、茄子等都已经接近拉秧的
尾声，夏秋蔬菜白菜等现在种下，要 60 天
至 90 天后才能上市，暖棚蔬菜已拉秧，正
在高温养地，几个月后才有产出。因此，现
在市场上的蔬菜正好处于前茬菜吃完、后
茬菜没上的“断档期”。大路菜整体供应量
减少，但市场消费不减，因而供不应求，造
成菜价上涨。

在固安县东杨先务村，蔬菜销售旺季
时一条路上就有七八辆拉菜车，一辆车围
着四五户人家交易。现在，村里大部分菜
贩子歇了车，或者去了更北的地方拉菜。
因为本地菜供应量少，“装不满，拉一趟不
划算”。而山东等地的一些长途运菜车尽
管有冷库，但是也面临伏天的考验：菜运多
了卖不掉会很快烂掉，运少了又不够路费
油钱冷链开支。因此，蔬菜市场的外地菜
供应也是时断时续。

市场的蔬菜供应量减少，除了产出“断

档期”和运输“纠结期”的共同作用，近期连
续大范围的强降雨也直接影响了蔬菜的产
量。据气象台的报告，进入6月份以后，全国
各地的降水普遍比常年同期增加一至四成，
北京地区7月份以来降水量增加了八成。

黑龙江绥化地区今年椒类蔬菜面积比
去年同期大，但受降雨影响，椒类蔬菜的挂
果率明显下降。降水期间和降水停止以
后，椒类难以开花，开出的花被雨水打掉，
即使不被打掉也会自己脱落，造成减产。
蔬菜商在产地不能连续收货，当天摘下一
茬菜以后，再摘下一茬需要等好几天。

与黑龙江绥化地区类似的是山西大同
和内蒙古赤峰地区，椒类同样减产，造成目
前椒类价格居高不下。其中，大同的椒类
还经历了冰雹的“洗礼”。来自山东潍坊的
蔬菜商反映，该地区降雨已经半个月了，7
月 23 日还在下雨，地里的大葱根本没法去
收，许多都烂在地里，运到市场上的也需要
赶紧卖完，否则也会烂掉。所以，好点的大

葱价格就比较高。
河北固安县东杨先务村的菜农姚刚也

有同样的遭遇，自己种植的豇豆因为下雨
影响，开出的花坐果率低，产量减少 1/
3。但也因为产量少，他的豇豆今年平均
每斤卖到 2.6 元，是去年同期价格的 4 倍
至 5倍。

固安县蔬菜管理局农业专家说，随着
天气的好转，固安县的蔬菜价格正在逐步
回落，黄瓜等从每斤 1.4 元降至 1 元，豇豆
从一斤 2.8 元降至 2.5 元，但短期内蔬菜价
格基本维持高位。预计雨季结束，当下育
苗安种的蔬菜长出来，市场上蔬菜供应量
陆陆续续增加，价格才会回落。

上图 7 月 23 日，郑州市纬四路农贸

市场一位菜贩在整理蔬菜。商务部发布的

监测数据显示，7 月 15 日至 7 月 21 日，全国

36 个 大 中 城 市 食 用 农 产 品 价 格 小 幅 回

升。其中，18 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前一

周上涨 4.2%。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据农业部最新数据：近期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中，23

种价格上涨，周均价每公斤为3.38元，环比涨5.3%。洋白

菜、油菜、菠菜、黄瓜、西葫芦、菜花、豆角、芹菜、韭菜和茄子

涨10%至20%；生菜、莴笋、白萝卜、大白菜、生姜和青椒涨

5%至10%。菜价为何会上涨？是季节性原因还是市场供

应不足？

本报海口 7 月 27 日电 记者何伟报
道：“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建设国际
旅游岛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是一笔
既买不到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必须加倍

珍爱、精心呵护，不重蹈片面追求增长导致
环境过载的弯路。”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 7
月 26 日在海南省委六届四次全体会议上
表示，海南要保护生态“金饭碗”，为加快发

展提供不竭动力。
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没有重金属重

化工污染的土地成为海南最大的市场卖
点，也是最直接的生产力。罗保铭警告说，

海南的生态环境虽好却脆弱，一旦破坏不
可逆转，如果不加以保护和发展，那将对海
南的伤害是致命而长远的。

保护不是简单的原始不开发，而是对生
态环境更积极更能动更有效地巩固和发展；
发展不是不计成本乱开发，而是对产业和项
目绿色、低碳、高附加值、全产业链的科学选
择，甚至是越来越苛刻的选择。罗保铭认
为，海南省要更加自觉在思想上、工作中牢
固树立保护和发展并举的意识，始终坚持抓
发展必须抓保护的“一岗双责”。

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强调——

守 护 好 生 态“ 金 饭 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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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菜价属正常伏天上涨近期菜价属正常伏天上涨
本报记者 杜 芳

（上接第一版）降魔的那些个日夜，几乎绞尽了吴光怀的脑
汁，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更多次论证试验之后，“夺命杀手”
终于被吴光怀“钓”出水面。

2009 年，海军组织的反水雷战大演练中，吴光怀率舰
首次将带战斗引信的某型智能水雷扫爆，填补了人民海军
扫雷史上一项空白。

“军人就是倒下，身体也要向前！”
波谲云诡的南海上，南海舰队某扫雷舰大队常年担负

着战备巡逻任务。担任舰长、副大队长的 6 年多时间里，吴
光怀每年率舰出海时间都在 120 天以上，官兵们敬佩地称
他为“拼命舰长”。

2008 年的一天，时任泸溪舰舰长的吴光怀，率舰奔
赴某海域进行扫雷训练。抵达指定海域，突然电闪雷鸣，
暴雨如注。“甲板上连人都站不稳，是不是暂停训练？”副
舰长小声提出建议。可吴光怀说：“按计划进行！”随即拉
响了战斗警报。官兵们闻令踉跄着冲出舱室，奔向战位，
完成了扫雷训练。

讲评会上，吴光怀说，“如果几个浪头就阻止了我们的
训练，战场上怎么能当开路先锋！”

这些年，吴光怀率舰完成重大任务 30 多次，一大批高
难度训练科目，在大队官兵眼中都不是问题。他还驾舰创
下新型扫雷舰首出某海峡、超舰艇最大自给力连续航行等
海军扫雷舰 3项纪录。

“发现不明国籍船只，一级战斗警报！”2012 年 11 月的
一天，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正在执行战备巡逻任务的泸溪
舰战斗警报骤然响起。正在输液的副大队长吴光怀闻讯举
着吊瓶，登上狭窄舷梯，冲进驾驶室，沉着果断地指挥泸溪
舰，将数艘不明国籍的武装渔船驱离。

“军人就是倒下，身体也要向前！”吴光怀说。

“我只想早日回到大海上”
2011 年底，率舰执行 38 天战备巡逻任务归来，吴光怀

出现了耳鸣、喉咙发干、发痒等鼻咽癌早期症状，但他来不
及就医，又奔波于上海、武昌和浙江等地，组织大队孝义舰
和台山舰完成试验试航。

2012年 5月，大队安排吴光怀到驻地医院体检，“EB病
毒”检测呈阳性，令妻子戴燕揪心，因为她查询发现那是鼻咽
癌的一项重要指标，催促吴光怀抓紧复查。可吴光怀顾不
上，此后 3个月里 3次出海完成演习、训练和战备巡逻任务。
直到9月底，左颚下已长出一个淋巴结，隐隐作痛，他才再次
来到医院。病情复杂，医院要求他住院全面检查，而这时，大
队接到了赴南海某海域执行战备巡逻的命令。

“我熟悉这个海域的情况，这次任务让我去！”带着一大
包药，吴光怀又出海了。

戴燕告诉记者，“33 天后，11 月 9 日，当光怀完成任务
走进家门时，已经被病痛折磨得‘脱了形’。第二天一早，我
拽着他去当地中心医院检查，结果是鼻咽癌。”

40 余次放化疗，吴光怀挺了过来。“癌症可以威胁我的
生命，但动摇不了我的意志，阻止不了我对梦想的追求。大
海就是我追逐梦想的舞台。很久没出海了，我只想早日回
到大海上，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蓝色国土写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