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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临近农历新年，但在奉贤青村
镇的田间地头，众多菜农却是一脸
苦相，“我种了 !"年菜，青菜这么贱
卖，今年还是头一遭。”##岁的许玲
是镇上一个蔬菜基地的生产负责
人，看着田里绿得水灵的小棠菜，无
奈地对着记者摇头，“$%斤一袋，昨
天 #块钱，今天刚刚问了一下，"块
钱都没人要了。”

这样的现象并非个别，记者采
访后了解到，除了奉贤，沪上青菜主
产区南汇和松江等地，都遇到了相
同的困境。

蔬菜基地老板
!卖菜的钱还不够付人工费"

昨天是“大寒”后的第一天，“老
话说小寒大寒，冻作一团，今年全变
了。”朱章根是和中村远近闻名的
种菜大户，他的蔬菜基地有 &#%亩，
其中 '%%亩种植青梗菜，就是上海
人俗称的小棠菜。
“卖相这么好的菜，却在田里没

人摘。”朱章根种了三十多年的菜，
从当初白手起家到种菜致富，今年
这样的情况，老朱也说是罕见的“奇
观”。“因为按照现在的价格，摘得
越多亏得越多。”
老朱随身带着一个皱皱的黄本

子，工整地记录着每个月自家蔬菜
的田头价格，去年 (月最高价时每
#%%克超过 )元，“当时是连续二十
多天的干旱，真的没想到，价格比前
年同期翻了一倍不止。”

青菜一年夏冬两个淡季，淡季
能卖高价。夏季“超收”，让老朱对
冬天更有期待，没想到等待他的是
一根近乎断崖式的抛物线。“*月 '

元一斤，'+月 %,#元一斤，!!月 +,&

元一斤”，老朱再也没有往下记录，
因为从 !-月开始，他地里的青菜就
开始滞销，“露天种的，- 毛钱一斤

都没人要。”而在过去，!-月往往是
菜价 .形反弹的开始。

老朱刚刚从 /#公里外的南桥
蔬菜市场回来，“&%斤一袋，昨天田
头价是 #元，市场价 (元，没想到今
天又跌了 !块钱。”老朱掰着指头算
起账来，“收菜的人工费，老人 (%元

一天，男工 !-%元一天，加上运输成
本，算下来，这些青菜卖掉的钱还不
够付工资。”

农贸市场商贩
!这么便宜#多种因素叠加"

在奉贤南桥蔬菜市场，多年在

青村镇批发蔬菜的小马认为，今年
菜价奇低可能是多种因素叠加造
成。“不仅仅是因为暖冬，还有小
农户近年来热衷种青菜，以及年前
回乡潮、学生放假等造成需求下降
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才造成这样的
现象。”

记者了解到，相比其他蔬菜，
青菜的种植成本要少很多，加上政
府的鼓励，造成了目前大农场和小
农户竞相抢种青菜的局面。“青菜
是速生植物，天气好，青菜 #%天就
能上市，一年下来，大棚里青菜能
种 0到 (茬，露天的也能种 &茬，
按照青菜平均每亩产量 0#% 公斤
计算，一年最高能达到近 #%%%公
斤，按照往年的行情，效益还是很
可观的。”
正因为投入少产出高，加上青

菜种植简单，特别是近几年本市加
大对绿叶菜生产的扶持力度，给菜
农种植补贴和农药补贴，大大刺激
了小农户的种菜积极性。据市农委
提供的数据，目前上海市郊蔬菜在
田面积 #-,-万亩，其中绿叶菜 --,1

万亩，相比 -%/%年时，分别增长超
过 /%2和 &%2。

市场人士
!补贴托底#菜农不会亏"

南桥蔬菜市场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这个
冬天菜农确实很难赚到钱，但如果
算“长期账”，把时间拉长到过去一
整年，“他们不仅不亏，还有些赚
头。”菜农圈内有一种说法，一年种
菜，“三分亏、三分平、四分赚”。如果
再加上政府的种植补贴和农药补
贴，“那就更保险了。”
以奉贤和中村为例，绿叶菜按

照种植方式每亩可以获得 -%%元到
&%%元不等的种植补贴，以及每亩
/-%元的市、区、镇三级财政的农药
实物补贴，再加上遮阳网、蔬菜专用
叶肥、绿叶菜价格保险等，每亩“托
底”的收入有近 #%%元。而今年夏季
种青菜效益最好的时候，菜农每茬
亩均利润都超过千元。

本报记者 程绩

! ! !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
地铁 /-号线开通试运营已
近一月，客流增长速度迅猛。
大连路站作为 " 号线和 /-

号线的换乘车站，早高峰期
间，换乘客流巨大，存在安全
隐患。自今天起，工作日早高
峰时段大连路站将试行单向
换乘方案，避免客流对冲。

由于 " 号线在上层，/-
号线在下层，目前大连路站
使用“3”字型换乘通道，其空
间相对狭小。此前“3”字型换
乘楼梯上，"号线换乘 /-号
线与 /-号线换乘 " 号线的
-股换乘客流对冲，楼梯上
的拥堵，不仅减慢了换乘的
速度，而且还存在相当大的
安全隐患。同时，因换乘 "号
线的客流集中在站台端头部
位，/月份以来，早高峰期间，"号线
大连路站经常发生车门被吊，无法
正常关闭的情况。
从今天起，工作日早高峰时段

$!"#$ 至%"#$%，大连路“3”字型换乘
通道采取 "号线换乘 /-号线单向换
乘，/-号线换乘 "号线乘客通过站
台两端自动扶梯经站厅绕行至 "号
线站台。其他时段，换乘方式不变。

! ! !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据预
测，今年春运机场出港高峰将出现
在 /月 -0日4&+日，届时虹桥机
场单日出港旅客数将有望突破 1

万人次，创出历史新高。为充分做
好大客流应对准备，虹桥机场提前
采取多项措施，全力确保春运旅客
出行便利。
春运以来，虹桥机场航班量和

旅客量节节攀升。' 月 '1 日5-+

日春运前 #天，累计保障飞机起降
&#1&架次、进出港旅客 #-,0"万人
次。春运期间，旅客可将非易燃易
爆及非液态物品免费在安检寄存
&+天；如需补办托运手续，旅客可
凭“二次安检优享卡”从原先通道
“原出原进”“优先过检”，避免重复
排队等待。

! ! !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即日
起，东航在上海浦东机场 3!航
站楼推出自助托运行李服务。乘
坐东上航从浦东出发的国内航班
旅客，可以在浦东机场 3!航站
楼享受到此项服务。

旅客在浦东机场 3! 航站楼
的自助值机设备上办理乘机手
续时，只要输入托运行李件数，

即可在打印出登机牌的同时获
得行李牌拴挂联。旅客可根据
提示将行李牌自行拴挂在托运
行李上后，到 6& 柜台自助行李
托运专柜交运，完成行李的自
助托运。如果行李超重，或为特
殊行李，旅客将由东航工作人
员引导至行李托运专柜办理相
应的手续。

! ! ! !本报讯（记者 张欣平）今天
上午，在 '+++千伏特高压青浦练
塘站内，身高 '米 -、体重 #+公斤
的白色智能巡检小机器人缓缓地
驶出充电室，在寒风中却没有一丝
摇晃，“精神抖擞”地开始了一天的
设备巡视工作。这是国家电网上海
检修公司在本市首次运用智能机
器人巡检 '+++ 千伏特高压变电
站，今后将逐步在全市的特高压变
电站推广使用，进一步提升特高压
设备巡检质量，全力确保上海区外
来电的安全可靠运行。

在'+++千伏特高压场地内，智

能巡检机器人接收远方指令，根据
既定的路线规划，从充电室缓慢驶
出，以每秒 +,1米的速度稳步前进，
开始了设备巡视工作。每到一个观
测点，机器人会停止“脚步”，转动他
的“千里眼”，将设备外观、断路器7闸
刀分合闸状态、设备本体和接头的
红外测温、表计读数清晰地传输到
练塘站控制室，让运维人员足不出
控制室，就能了解到现场运行状况。
一会儿，电量不足时，他又自动返回
充电室，完成充电工作，并重新驶
回中断点继续先前工作。

“别看这个智能机器人个头

小，却能经受住高温、狂风、暴雨等
恶劣环境的考验，在站内执行巡检
任务，不仅大大减轻了变电站运维
人员的巡检工作量，而且还准确发
现站内设备热缺陷等事故隐患，及
时报警，为运维人员进行设备检修
提供了依据。”!+++千伏特高压练
塘站站长龚震东说。据介绍，这个
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原有巡检功能
基础上，还增加了变电站设备异物
识别和设备异常声音采集与分析
功能，可实现变电站全天候、全方
位、全自主智能巡检，单台巡检机
器人的应用能够每周减少人员实

际工作量约为 -1小时。
!+++千伏特高压练塘站是“皖

电东送”特高压工程的最后落脚
点。工程 -+!!年 !+月开工，-+!&
年 *月竣工，由我国自主设计、制
造和建设，按照远期规划，将独立
承担上海 !7&的区外来电。为确保
!+++千伏特高压练塘站的运行维
护，国家电网上海检修公司相继引
入巡线直升机和智能巡检机器人
等装备，提升恶劣条件下的特高压
设备管理工作。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不断加
强高科技装备的投入，先后投运
#++千伏超高压电缆在线局放检测
系统，综合通讯指挥车，积极探索
巡线无人机等技术，加上此次投运
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将打造立体的
全智能、一体化运维管理监控平
台，有效提升申城电网的可靠性。

本市首次用智能机器人巡检特高压变电站

小个子转动“千里眼”

青菜贱卖 15公斤4元没人要?
沪郊菜农“扎堆”种绿叶菜遭遇暖冬考验

自助办理行李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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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暖冬”效应加上大市场
大流通，沪上蔬菜陷入低价销售。
不过，随着冷空气的到来，蔬菜价
格或会自动“升级”。

上海江桥市场近两天的蔬菜
进货量每天在 0+++—(+++ 吨之
间，成交量日均 #+++吨左右。上海
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传来的信息

显示，近日申城蔬菜平均批发价格
为每公斤 -,&元，其中青菜为每公
斤 +,(元，市场零售价也同步走
低，青菜每公斤 !元以内，大白菜

每公斤 +,(元，为历年节前最低。
目前上市的郊区蔬菜，基本上

是 !!月前后种下去的，气温正常
没有碰到强降雨，对蔬菜生长极为
有利。而江苏、浙江、山东等地的蔬
菜生产也是风调雨顺，客菜入沪量
大增，使得申城蔬菜“爆满”，价格
也就往下走了。本报记者 朱全弟

冷空气要是来了
菜价大概就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