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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故事
“冬天蚯蚓会不会冻死？养殖蚯蚓用来干

啥？有销路能赚钱吗？”昨日，一些好奇的市
民，一来到郑州市彤亮蚯蚓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就不停地询问理事长、下岗工人张永亮。

只见张永亮掀掉土垄上盖的玉米秆，然
后操起铁锹翻开一大块黑乎乎的土，顿时看
到土中许多色泽鲜红的蚯蚓在蠕动。

“蚯蚓是躲在牛粪里的，不会冻死。”张永
亮当场折了两段小树枝当筷子，把一条条蚯蚓
夹在白纸上，蚯蚓就在纸上不停地蜷缩翻滚。

说到养殖蚯蚓，张永亮很快打开了话匣
子——

2009年春天，下岗多年的他，从二七区农
委获得一条信息：蚯蚓用途十分广泛，不仅用在
饲料、制药、化妆品、环保等行业，而且蚯蚓产品
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他筹集20万元，
在马寨镇王庄村周沟村民组租了15亩地，还购
置了铲车、翻斗车，花3万元买来“大平2号”蚯
蚓种开始养殖。区农委还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并协助他办理工商执照等相关证件，很快办起
了郑州市彤亮蚯蚓养殖场。妻子刘秋霞也和他
一起从城里搬到乡下，以厂为家。

可在养殖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难题。牛粪
是养殖蚯蚓的最好饲料，张永亮就四处联系，好

不容易与焦作的一家大型养牛场谈妥，以30元
一立方米的价格自己拉回家，不成想，放在蚯蚓
上，蚯蚓却不断外逃。这是咋回事？张永亮赶
紧向行家求教，原因是夏天温度太高，加上牛粪
太干，蚯蚓在牛粪里待不住。于是，他赶紧铺设
水管，且在夜间浇水，问题很快解决了。

有段时间，连续下大雨，很多蚯蚓被淹死了，
没有淹死的蚯蚓，繁殖又慢。张永亮急得整夜守
在垄间，一个劲儿地抽闷烟，丢了一地烟头。

“咱没有养蚯蚓的经验，这样下去要赔光
的，还是赶紧转行吧！”妻子在一旁焦急地劝说。

开弓没有回头箭。张永亮毫不气馁，又

外出学习取经，回来后垒起高 20厘米、宽 1.5
米的土垄，下大雨就不怕淹了；同时，把拉回
来的牛粪发酵成熟牛粪，再放到蚯蚓上，解决
了蚯蚓繁殖慢的问题。

张永亮还善于学习，一有空就上网查阅
相关资料，钻研《农业养殖大全》等书籍，把学
到的知识应用到养殖中，克服了不少难题，养
殖场初具规模，从开始只有 3 垄发展到 110
垄，去年就把本钱收回了大半。

2010年12月，二七区农委还帮助张永亮
成立了蚯蚓养殖合作社，发展了10人入社，为
会员提供育种、繁殖、饲养、产品销售等服务。

谈到今后的发展思路，张永亮希望更多农
户加入合作社，大量收购牛粪，大规模发展蚯
蚓养殖，帮助他们共同致富奔小康。同时，免
费向市民提供蚯蚓，引导市民用蚯蚓处理生活
垃圾，为搞好环保、营造洁净的生活环境服务。

让蚯蚓吐金的下岗工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田军法 李书明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文/图）春节将至，
正是各类干鲜水产旺销的时节，记者昨日走
访了我市几家水产品批发市场，发现各类干
鲜水产品出现购销两旺的态势，部分水产品
的价格有所上扬。

在北环附近的长兴水产批发市场门口，
一辆辆挂有外地牌照的大型箱式冷冻运货
卡车频繁进出，市场内人头攒动，多是前来
批发冷冻海产品的客商和市民。

市场内的摊位前摆满了各类冰冻海产
品，带鱼、黄鱼、鲳鱼、白虾、扒皮鱼、鲅鱼、鲍
鱼等应有尽有。在一处海产品批发摊位前，
一位经销商告诉记者，今年市场上的各类冷
冻海产品供应充足，近几日出现了购销两旺
的态势，部分海产品的价格有所上涨。“主要
原因一是春节市场因素所致，二是受到黄
海、渤海沿海海冰天气的影响，产自渤海湾、
山东沿海的海产品价格有所提高。”

记者询问了几类海产品的市场批发价，
大带鱼 10元/斤，黄花鱼 7元/斤，海鲳鱼 135
元～300 元/箱，东海扒皮鱼 370 元/箱，白虾

115元/件，鲅鱼65元/箱。
市场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各类海产品的

整体批发价格较之去年有所上涨，总体涨幅
在15%～25%之间。

纬三路水产批发市场内，各类鲜活水产品
也是货源充足。记者询问价钱，淡水鱼类产品
如花鲢鱼4.5元～5.5元/斤，鲈鱼14元/斤，3两
重的大闸蟹55元/斤。一位摊主说：“近几日，
水产品的销售情况非常好，再过几日销售情况
可能会更好，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货源，以
保证春节期间水产品的市场供应。”

记者了解到，随着春节的日益临近，市
场上各类鲜活海产品的销量在稳步增加，但
市场价格有所上涨。

一位经销鲜活海产品的摊主向记者介
绍，过几天鲜活海产品的价格还会上涨，按
以往经验，到春节前可能涨幅在 15%～20%
之间，主要原因在于鲜活海产品的运输主要
靠飞机，春运期间乘客人数增加，相应的货
运重量就会减少，供应市场的鲜活海产品数
量也会随之减少，价格自然就会上扬。

本报讯（记者 王影）春节临近，市民开
始着手准备年货。昨日，记者寻访市场发
现，鸡蛋价格已经悄然涨至 4.8 元/斤。业
内人士认为，鸡蛋价格之所以一路飙涨，成
本增加和需求量增大是主因。

“等了 1 周的柴鸡蛋，现在还没有到
货。”家住天明路的肖女士，打算从家门口
的社区便利店购买一箱柴鸡蛋，不仅迟迟
没有货，预定价格也一直在小幅增长，“平

时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记者在我市
多家农贸市场看到，鸡蛋的价格在 4.7 元/
斤～4.8元/斤徘徊。“鸡蛋从来没有卖过这
么贵，与农资成本增加有关联。”工人路农
贸市场一家销售鸡蛋的老板告诉记者，去
年此时，郑州的鸡蛋价格在3.2元/斤左右，
春节前后有小幅上涨；之后开始稳步攀升，
最近一段时间，鸡蛋价格“蹦”到了接近 5
元/斤，“按照往年的价格涨幅趋势，我估

计，春节前后，鸡蛋价格很可能突破 5 元/
斤。”

鸡蛋经营者的说法，在郑州价格监测
中心公布的数据中得到了印证。2011年1
月5日，郑州鸡蛋价格4.4元/斤，与去年同
期相比涨了 27.54%。郑州市物价局一位
姓左的工作人员表示，针对近期的鸡蛋涨
价情况，郑州价格监测中心已经着手从生
产企业和销售企业等部门调查原因。

蔬菜市场量足价稳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宋建巧）最近，南方接

连出现大雪、冻雨天气，对我市菜价是否有影响
呢？记者昨日从各大蔬菜市场了解到，菜价虽然
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每天都会有几百车蔬菜进
郑，确保春节蔬菜量足价稳。

昨日，记者在刘庄蔬菜批发市场看到，龙豆7.4
元一公斤，长豆角8元一公斤，每公斤比上周分别
涨了将近2元。来自广东的辣椒涨势最猛，昨日的
批发价是3.2元每公斤，比半个月前涨了一倍。年
年从广东拉辣椒的张师傅说，最近广东辣椒下去
了，只能拉海南的，但海南今年的产量不高，在南
方收菜价格大幅度提高，导致到我市卖价上涨。
在刘庄和陈砦蔬菜批发市场，除了上述两类菜涨
幅明显外，本地产的菠菜、上海青等叶菜类也有一
定程度的上涨，主要原因是天气寒冷,不利于叶菜
生长，上市量小了。

虽然部分品种菜价上涨，但根据刘庄蔬菜批发
市场的统计，今年菜价平均比去年低10%左右，主
要原因是今年天气晴好，本地菜生长情况良好，大
量上市的萝卜、白菜、黄瓜等本地菜将菜价整体拉
下不少。

记者在市场看到，越冬的当家菜白菜、萝卜的
价格分别是每公斤6角和7角，包菜每公斤7角，大
葱每公斤1.5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便宜不少。

据了解，我市市场上的蔬菜 80%来自刘庄蔬
菜批发市场，目前每天有 500 多车各类蔬菜拉进
该市场，远远高于平日 300 车的量。说到马上到
来的春节蔬菜供应，刘庄和陈砦蔬菜批发市场相
关负责人均表示，节前，市场蔬菜价格会总体平
稳，但受天气影响，短期内菜价将有所上涨，但上
升空间有限，涨幅不大。

图为在长兴水产批发市场，顾客正在挑选冷冻海产品。

新春临近年味浓

鸡蛋价格一路飙涨
已升至4.8元/斤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
昨日，在棉纺路一家超市
内，装扮一新的年货大街张
灯结彩，红彤彤的中国结高
高挂起，琳琅满目的各色年
货、花样繁多的迎春饰品，
洋溢着浓浓的节日喜庆气
息。市民们忙着备年货，赶
年集，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
迎接兔年新春。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节前消费市场红红火火 河南生活必需品
上周价格温和上涨

本报讯（记者成燕）昨日，省商务厅发布的最
新监测数据显示，上周我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
足、交易火爆，各品种价格温和上涨。总体来看，粮
食、食用油、猪肉、禽类、鸡蛋、蔬菜、水产品、水果价
格上涨。在被监测的60种商品中，46种商品价格
上涨；7种商品价格持平；7种商品价格下跌。

上周我省粮食零售价较前一周上涨0.43%。
其中小包装大米、面粉零售价分别环比上涨
0.6%、0.27%。目前我省粮食市场供应充足，预计
后期我省粮食价格上涨的空间不大。上周我省
桶装食用油零售价格较前一周上涨1.11%。其中
豆油、花生油、菜籽油、调和油分别环比上涨
0.87%、1.1%、1.69%、0.68%。有关人士预测，预计
节前我省食用油价格仍将在高位运行。

此外，上周我省猪肉零售价格、禽蛋价格
走高，蔬菜批发、水产品价格继续上涨。监测
数 据 显 示 ，目 前 我 省 鸡 蛋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32.3%，已处于近几年的最高点。受季节性因
素、养殖成本增加和节前需求量增大等因素
的影响，预计节前我省鸡蛋价格仍将在高位
运行，并有小幅上涨的压力。上周，我省蔬菜
批发价格受季节性因素、节日效应和南方冰
冻雨雪天气等因素的影响，环比上涨 6.38%，
预计节前我省蔬菜、水产品价格仍将高位运
行，并伴随小幅上涨压力。

取暖用品风光不再
本报讯（记者 郑磊）虽然我市气温持续走

低，浓浓寒意仍未散去，但与之前各种取暖用品
热销不同，市区商场超市的电暖气、热水器、电
热毯等冬令商品销售略显冷清，原因是保暖商
品销售旺季已过，目前处于商品换季期。

昨日上午，记者在棉纺路一家电卖场看到，
不久前还摆在显眼位置的取暖商品专区，如今
已变成“微波炉”区，品牌专柜前也略显冷清。

“取暖家电销售旺季在 12 月份，现在销售旺季
刚过去。”卖场工作人员周卿介绍说，电暖气、热
水器等取暖产品，销售旺季一天就能卖出几十
台，近日则反差较大。北环路一家电卖场营销
经理徐忠坦言，刚入冬时，市民就开始踊跃购买
取暖商品，如今大多已备齐，即使郑州再降温，
很少有人重复购买，因此才出现保暖用品市场
趋冷的情形。徐忠说，如今家电卖场促销的卖
点转为加湿器类小家电，因为今年冬天尚未下
雪，空气十分干燥，市民更需要保湿产品。

此外，记者发现，诸如保暖内衣、保暖被等
商品，也不约而同迎来销售淡季。汝河路一家
大型超市促销人员告诉记者，从元旦前开始，保
暖内衣、帽子等保暖商品就十分热销，如今该买
的都买齐了，因此销量下滑在常理之中。

我省认定首批
创新型产业集聚区

郑州高新区入选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省科技厅近日组织
开展了河南省首批创新型产业集聚区的申报
和认定工作。经省辖市人民政府推荐，专家评
审和实地考察，报请省政府同意，确定两家产
业集聚区为省创新型产业集聚区，10个产业集
聚区为省创新型产业集聚区（试点）。

据悉，被确定为省创新型产业集聚区的是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洛阳高新技术产业
集聚区，被确定为省创新型产业集聚区（试点）
的10个产业集聚区为：郑州经济技术产业集聚
区、南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安阳高新技术产
业集聚区、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长垣县
产业集聚区、开封汴西产业集聚区、许昌经济技
术产业集聚区、鹤壁市鹤淇产业集聚区、周口经
济技术产业集聚区、孟州市产业集聚区。

河南开评十大
新锐旅游景区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省旅游协会
获悉，为塑造我省山水交融、人文荟萃的旅游新
形象，吸引更多游客认知河南、走进河南，即日
起，由省旅游协会、省创意产业协会主办的“全省
十大新锐旅游景区（点）”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旨在提高旅游者对我省旅游景区
的认可度，提升全省旅游景区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推出更多河南旅游新型精品线路。活动分
为推荐报名、初选入围、网上投票、专家评审和
宣传推广及颁奖五个阶段，最终将评选出“河南
省十大新锐旅游景区（点）”、“河南省十佳创意
旅游景区（点）”。省内2005年以来新建或改扩
建的3A级（含3A级）以上旅游景区（点）以及能
较好满足国内外游客旅游需求的优秀景区均可
参评。评选方式由各地旅游局推荐，通过登录
www.henanci.com进行网上报名。评选采取专
家评审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委会
由省辖市旅游局领导、旅行社代表、旅游专家代
表和游客代表组成，评委会将根据景区提供材
料，对参评景区进行综合评定。

戏曲写真受到青睐
本报讯（记者郑磊）记者发现，如今戏曲写真

受到市民青睐，戏曲摄影商家也从中掘出商机。
敷粉、画眉眼、着服装、戴盔帽……昨日上

午，经过两三个化妆师近一个小时的轮番“伺
候”，郑州市民李铮由一名公司白领蜕变成唐朝
贵妃，并开始自己的舞台初体验，而这一切，也
有摄影师全程摄像记录。“我不是专业戏曲演
员，但从小酷爱京剧和豫剧，这次穿戏服客串一
把，也算过了把瘾。”李铮兴奋地说。

记者在这家戏曲摄影工作室看到，摄影棚外
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挂满了戏服，不少“戏迷”
争相试穿。在这些绣工精美的戏服中，专为孩子
们准备的小戏服十分惹眼，而墙上悬挂的“小县
令”、“小红娘”的照片也让人忍俊不禁。“拍摄少儿
戏曲写真，既能让孩子对传统豫剧有一个了解，写
真集也能伴随孩子成长，成为一生中珍贵的记
忆。”工作室负责人苗鹏介绍，之所以推出少儿戏
曲写真，也是适应消费市场需求：因为戏曲人物形
象在常人眼中略显夸张，成人拍戏曲写真的多是
戏迷，反倒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像模像样地穿上行
头扮大人，显得特别可爱，孩子们都乐此不疲。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刘玉芳）
市国税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车购
税征管分局征收车辆突破 17 万台，达到
172550 台，同比增长 31%，平均每天有 473
台车辆缴纳车购税。征收车购税税款
18.65亿元，同比增长59%。

征税车辆中，1.6 升及 1.6 升以下小排
量车增长迅速，达到 9.69 万台，增长 43%，

征收税款 4.54亿元，增长 118%；1.6升以上
车辆 7.56 万台，增长 18%，征收税款 14.11
亿元，增长46%。

对此，车购税征管分局有关负责人
解释说，优惠政策对市民购车影响大，
受国家对 1.6 升及 1.6 升以下小排量车
优 惠 政 策 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到 期 影
响，去年购买 1.6 升及 1.6 升以下小排量

车纳税人增长迅速。1.6 升及 1.6 升以下
小排量车中，市民更热衷购买价位在 10
万元以下的小排量车。从征收数据看，
10 万元以下小排量车 9.12 万台，10 万元
至 20 万元的车辆 5.03 万台，20 万元至 30
万元的车辆 1.87 万台，30 万元至 50 万元
的车辆 8153 台，50 万元以上车辆 4184
台。

去年市区缴税车辆突破17万台
同比增长超三成 税款增长近六成

利空影响逐渐转淡
沪深股市放量上行

据新华社上海1月19日电（记者 潘清）伴随存款准备金率
再度上调的利空影响逐渐转淡，沪深股市 19日放量上行，其中
深证成指出现 2％以上的较大涨幅。汽车股表现强劲，推动交
运设备板块出现在领涨位置。

上证综指当日以2707.82点小幅低开，早盘回落至2700.81点
后掉头向上，轻松转为红盘后继续稳步走高。尾盘沪指以接近全天
最高点的2758.10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涨49.12点，涨幅为1.81％。

深证成指成功收复 12000 点整数位，收报 12066.55 点，涨
294.96点，涨幅达到2.51％，明显大于沪指。

伴随股指上行，沪深两市再现普涨格局，仅47只交易品种告
跌。与前一交易日不足1200亿元的成交量相比，当日沪深两市呈
现放量态势，总量超过1550亿元。 郑州新区地税局

去年税收增五成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麻旭峰）记者

昨日获悉，去年，郑州新区地税局组织各项收入
37.77 亿元，同比增长 51.2%，其中，税收收入
36.84 亿元，增长 51.6%。总体税收规模在全省
位居第六，税收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6个百
分点。

分税种看：除资源税外，其他9个税种都实
现了较高幅度的增长，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
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幅分别达到 165.7%、
87.5%、82.2%、37.2%。

分产业看：第三产业税收完成 22.27亿元，
同比增长 91.2%，占总体收入的 60.4%。第二产
业税收完成 14.57 亿元，同比增长 15.2%，占总
体收入的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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