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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快报报道了《怎
么办？眼看 2000斤瓜要烂

在地里》一文后，瓜农老叶
和他的 3亩地的西瓜，立即
成了读者瞩目的焦点，一大
早就有读者拨打热线，报名
参加快报组建的 “爱心购
瓜队”。
“我前年也参加过快报

的爱心购瓜队，今年我还想
再参加。”读者方莉说，这样
的活动很有意义。

一位姓刘的女士打电话
表示要带女儿一起去买西
瓜，让孩子体会农民伯伯的

辛苦。
由于热线太火爆，一位姓

陈的女士打了多次都没打进热
线，雷厉风行的她开上私家车，
一路急驰，赶到江宁，找到了老
叶家花 20元买了 30斤瓜。
“他太可怜了，外面下雨，他家
也下雨。”陈女士触动非常大，
回到南京之后，动员了十几个

同事，带他们一起去买瓜。

热线一个接一个，一天
下来我们一共接了数百个热
线。每一个热线都凝聚着一

份爱心。有一位读者告诉我
们：“我不爱吃西瓜，但这
一次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
带我一起去买西瓜，我真的
想拉老叶一把。”还有一些
热心的老板，爽快地表示：

“如果没有人去买，我就全
包了。”

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热心读者捐了 1000元现
金，委托记者带给老叶。快报
每年组建爱心购瓜队，这位
热心读者总是花上 1000

元，搬上几个瓜回家。还有一
位住在光华门的老人，转了
几趟公交车赶到报社，他说
自己年纪大了，去不了那么
远，所以来送上 100元钱，
表达自己的心意。

除了南京的读者外，一

些苏州、无锡、常州的读者也
打进热线，想买老叶的瓜。

昨天，秦淮区江宁路上
卖西瓜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来自江宁横溪镇横里村副村
长王东宏，苦着脸说：“上市
的西瓜太多了，只好大拼价
了。”有瓜贩则抱怨说：“我
们到瓜田的批瓜价，竟比瓜
农的零售价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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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天空不时下
着小雨，阴雨的天气给市民

送来了清凉。在江宁路，10
多个瓜摊的地产西瓜堆积如
山。每个瓜摊前摆放有简易
的牌子，写有“横溪地产西

瓜，自选 0.3元 /斤，包 0.4
元”等字样。摊主们都在扯
着嗓子，手持扩音器大声叫
喊，吸引路人买自己的便宜
瓜。不仅横溪西瓜价格低，深
受部分市民喜欢的“早春红
玉瓜”价格每斤比去年贱了
三四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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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便宜了，一方面

是天气的原因，另一方面也
是种瓜的人多了。”横溪镇
横里村副村长王东宏说，今
年早期，晴天比较多，致使西
瓜大丰收，遍地上市，价格也
相应低了，你来卖瓜，他来卖
瓜，价格不低就卖不动。

“我们村去年只有两三
千亩西瓜，今年突然种了一

万多亩。”王东宏说，一个村
就多出了这么多西瓜田，瓜
价怎么能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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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邺区文体路，有几

个小货车载着西瓜停在路边
零售，与江宁路不同的是，卖
瓜人不是瓜农而是瓜贩，并
且零售价统一标为 “每斤
0.5元”。“我们是从横溪瓜
田批发来的，价格自然要比
瓜农卖得贵。”瓜贩吴坤抱

怨说，“去年批发价才两毛
多钱，今年不但批发价贵了，
每斤批发价涨到 0.35元，零
售价也便宜了，比去年同期
便宜了一毛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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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文体路上有家水果

店，该店的西瓜价格却高得
惊人，每斤卖价是 1.3元。
“我这是东台无籽西瓜，当
然要比地产西瓜价格高
了。”店老板说，每年夏天，
他都会购进大量外地西瓜经
销，地产西瓜摊点多，无疑对

水果店西瓜生意有冲击，只
有卖与众不同的外地西瓜，
才能挣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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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雨冲得人烟稀少的丰

富路上，江浦石桥镇的瓜农
刘师傅和爱人张梅正窝在狭
小的面包车里打瞌睡。雨劈
里啪啦地打在车顶上，两人都
没有醒。

下雨天，街上本来就见不
到几个人，买瓜人很少。“不

好卖啊。”张梅叹着气，这是
他们第三天来这里卖瓜了。早
上，他们拖了 500斤西瓜来
卖。因为天凉又下雨，往年半

天就卖光的一车西瓜，到下午
还没卖光。

张梅的老家在江浦石桥，
家里种了11亩西瓜。西瓜是
他们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
西瓜卖多少钱对他们一家而
言很重要。她家三个孩子，一

个读大学，两个还在读职高。
“孩子们一个月的生活费要

1200元，你说我要是再折价
卖，哪能活？”瓜卖不掉，刘师
傅和爱人连午饭恨不得都省
了。夫妻俩2元钱6个烧饼就
是一顿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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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大雨里，从横溪出来

卖西瓜的江师傅一脸落寞。两
天前，他和爱人花了 150元
拖来的 2500斤西瓜，在太平
南路上摆摊才卖了一半，就遇
上了下雨。

江师傅家有5亩地，因为
种的是大棚西瓜，成本很高。

七七八八算下来，成本价是
一亩地近 5000元。虽然他家
没有因为天气干旱损失太
多，但每亩地还是比往年少

2000斤。
“要命的是价格。价格上

不去，再多产都没有用！”江
师傅的瓜前天还卖6毛一斤，
但因为开始下雨他自己降到
了5毛一斤。“5毛一斤还没
有人买，天凉谁愿意吃？可总
不能降到4毛一斤吧”。江师
傅说着说着，觉得很是心寒。

“去年西瓜下市时还卖 5毛
一斤，这会儿西瓜才上来，就
卖这个价了。”

虽然这几天晚上天气很
凉爽，但是江师傅说他睡不
着。“倒不是因为睡在路边上
吵闹，而是想到这个瓜价，就

窝心得合不上眼了。”
也有值得高兴的事。江师

傅告诉记者，去年要缴纳的近
50元的摊位费今年取消了。
“唉，也总算是一点补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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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购瓜队”有了，爱
心购瓜价该定多少呢？我们

想征求一下广大欲购买西瓜
的读者，把“定价权”交给大
家。在定价之前，我们也替老
叶算了一笔成本账。

瓜苗是老叶一个人去横
溪镇批发的。那里的瓜秧好，
所以尽管来回路费要50元，

老叶也认了。这次去得早，老
叶很走运地以4毛钱一株的
低价买了700株。

家里养猪也养鸡，所以
养地的肥料是省下来了。复
合肥和尿素是少不了的。一
亩地撒下来，没有250元的

化肥，撒了也没多大的效果。
即便这样，这样的肥料，撒一

次是不够的。这样下来，一亩
地的化肥钱就得500元。

种西瓜得搭棚子。钢管
搭的优质大棚，老叶根本就
不考虑。这对这个贫穷的一

家显然太奢侈了。后来还是
讨价还价，以2毛一根的价

格买了竹篾子搭大棚。“就
这样，光搭个棚，三亩地还得

花上1500元。”
种好了苗，老叶算计了

一下，三亩瓜地的租金也算
上去，他一共花了2950元成
本。“当时还觉得这次成本
低一点，应该能比往年多一
点进账。”谁知道，瓜秧才长

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雨。水一
淹，七七八八算下来，只活了
500棵。再以 5毛一株的价

格补了二百株，又花了 100
多块。“等于是每株 6毛钱
的价格买了那700株”。

投入高，收成好就算了。
老天偏偏和老叶开了个玩

笑。因为干旱，以往每亩5000
斤的收成，今年可能只是个泡
影。“总共 1万斤就算顶天
了。”老叶说。这就意味着，按
市场上５毛一斤的均价。除
去成本，这在三亩地上他起
早贪黑，卖着命换回来的，不

过是那薄薄的20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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