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秋时节，长
春市彩织街上的
口袋公园里荡漾
出让人炫目的金
色，满目的落叶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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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纷纷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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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茗 摄

07社会
电话：（0431）88600606 2024年10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 吕冬雪

每逢农历三、六、九开集的长春新立城大集，每次一开集

便成为一片热闹的海洋。尤其在秋天，更是吸引了众多百姓

光顾。走进大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大集上最具特色的当属那些卖农村自家种的小菜的摊

位，黄瓜、西红柿、茄子、油豆角、花皮豆角、黄金勾儿……色

彩斑斓，让人眼花缭乱。摊主们热情地招呼着顾客。

除了小菜，深秋时节还能在大集上买到很嫩的玉米，2元

至2.5元一穗，价格虽然比盛夏时贵一些，但用指甲一掐，就

有嫩浆喷出。市民蔡女士很喜欢吃玉米，马上挑了20穗，“这

时候还能有这么嫩的苞米，不容易碰到啊！买点回家冻上留

着冬天吃。”

自家晒的干菜也是大集上的一大亮点。东北的秋天，阳

光充足，空气干燥，是晒制干菜的好时节。不少农户将自家种

植的蔬菜洗净、晾干，制成干菜，到大集上售卖。除豆角干、茄

子干、萝卜干等，市民还能淘到一些山野菜干货。“得碰到识货

的，才能知道我卖的是好东西！”60岁的刘女士背了30多斤干

菜到大集上售卖，“我是从大南（镇）来的，反正也没啥事，总坐

车上这儿来卖，这块儿人多。”

小笨鸡也是大集上的热门商品，活鸡现杀保证了鸡肉的

新鲜度。100元1只的价格，对于追求品质的消费者来说是物

有所值的。

新立城大集所在的新立城镇，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记载，

这里曾是长春厅的所在地。长春厅设立于清嘉庆五年（1800

年），当时这里便是人口聚集、商业活动逐渐兴起的地方。虽

然后来厅治迁往宽城子，但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底蕴却一直保

留了下来，为新立城大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有

“先有新立城，后有长春市”之说。

在过去，大集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和社交活动的重要场

所。周边的农民会将自家种植的农产品、养殖的家禽家畜带

到集市上进行交易，换取生活所需的物品。这种传统的交易

方式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也促进了地区之间的交流

和文化的传播。新立城大集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渐

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规模和影响力的集市。

秋日大集里的烟火盛景
本报记者 韩玉红

秋菜价格高了秋菜价格高了

“今年的秋菜价格是这几年来最高的。”家住长春市临河街

世荣路的程先生有囤储秋菜的习惯，每年秋菜上市后，他都会

在家门口的秋菜点逛上几天，秋菜价格自然是他最为关注的。

“10月1日上市第一天我就询问过价格，白菜7毛一斤、大葱1.3

元左右，土豆1元一斤。当时琢磨着刚上市价格一般都会偏高，

想再等等看。”但令程先生始料未及的是，秋菜上市两周有余，

菜价却居高不下。“今天早上问了4家卖白菜的摊位，一家7毛，

两家8毛，还有一家1元，价格非但没降，反倒涨了。大葱、土豆

也是上市当天的价格，没有降价的趋势。”程先生告诉记者，去

年他家白菜是5毛一斤购买的，他清楚记得去年白菜的市场价

是4毛到6毛不等，今年的价格较去年上涨近三分之二。

在经开区金川街秋菜点，一位来自农安的菜农告诉记者，

今年大部分秋菜价格都比去年贵。谈及原因，菜农表示：雨水、

气候、收成都是价格波动的因素。“今年水大，出菜本来就照往

年少，还有很多商贩拉车直接到地里取货，白菜6毛一斤，‘苤了

疙瘩’1元一斤，在家就直接卖了。拉到市场来，还得算上油费

等成本，卖7毛一斤正常。”菜农话音未落，一位顾客询问土豆价

格，菜农笑着答复：“咱家土豆是黑龙江产的，50元一袋。”听到

价格，顾客犹豫再三，最后没有购买。“其实我们也不愿意卖得

贵，贵了就不好卖，不走货。去年土豆两天就卖一车，今年两车

都没卖出去。”

秋菜的购买力与价格息息相关。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按照

“惯例”，秋菜在初始上市时价格往往偏高，随着供货量增加，价

格通常会有所下降。今年的秋菜价格为什么会上涨？省农业

科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赵福顺研究员表示：“今年雨水大、温度

低，受这种特殊气候影响，虽然咱们当地的蔬菜种植面积较大，

但是产量比往年少，所以价格上浮。同时河北、山东、辽宁等地

也出现了雨水大的情况，他们的蔬菜产量也不足，无法像往年

一样运输到吉林售卖，比如往年秋菜市场上有很多辽宁、山东

的大葱，今年就少了很多。此外，咱们吉林的菜也存在运往外

地销售的现象，总而言之，今年的蔬菜整体产量较低，导致秋菜

价格比往年高。”

囤菜趋于理性囤菜趋于理性

曾经，每到深秋时节，大量秋菜上市时，人们动辄上千斤囤

秋菜的场景，仿佛是一场“全民狂欢”。如今，虽仍有不少人保

留着囤秋菜的习惯，但人们购买秋菜的观念变得更趋于理性。

绿园区绥中路秋菜销售点今年远不如去年热闹。去年，该

处也是秋菜销售点，以绥中路与洛阳街交会处为起点，曾经向

南延伸三四百米，道路两旁摆满了摊位，一度因为卖菜和买菜

的人太多，导致该路段的交通十分拥堵。而今年绥中路销售点

就较为冷清。菜农王庆山说，今年卖得没有去年好，“卖得不好

也不光是因为贵了，现在买大白菜的人也少了，秋菜也不是冬

天的必备品了，一家买十多棵的都是多说了，还得是岁数大的

人买。”

居民于淑杰有着较深的“秋菜情结”，十几年前从农村搬到

绥中路附近的小区，每年都要在走廊腌上一缸酸菜。但她这样

的习惯并没有“遗传”给3个“80后”子女。吃得少、嫌费事、冬天

菜品足够丰富、没地方储存……多种原因并存，让更多“80后”

及更年轻的一代，正在与囤秋菜渐行渐远。

如今大批量囤菜的画面已成为“过去式”，而这背后源于人

们储菜观念的变化。在多个秋菜点，记者踏查发现，除了白菜、

土豆、大葱“老三样”仍然备受老年人重视外，胡萝卜、南瓜、地

瓜、山药、芥菜、粉条等“小众菜”越来越受欢迎。

“我和爱人都忙，平时不怎么做饭，对白菜土豆也不感兴

趣，但胡萝卜、南瓜这些蔬菜我倒是买了不少。”今年30出头的

刘方宇正在朝阳区桦甸街秋菜点选购山药，他的手中提着一大

袋胡萝卜和一兜南瓜。用刘方宇的话说，现在都讲食养食疗，

胡萝卜、南瓜、山药既能煮粥也能做菜，营养丰富，也易储藏。

“现在秋菜的选择越来越多了，今年我家买了不少地瓜和

山药，今天打算买点大萝卜和胡萝卜，秋菜也得变着花样儿囤，

营养又健康。”家住附近的刘阿姨正在挑选胡萝卜，她告诉记

者，相较于价格，她更看重菜的品质，“只要菜好吃、新鲜，价格高

点我也愿意买。”

在朝阳区湖光路秋菜点，菜农郑大姐忙乎完顾客和记者聊

了起来：“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囤菜也更理性了，购买秋菜

更追求品种丰富、营养均衡，我们菜农也得紧跟形势增加秋菜

品种，这样不仅顾客选择多，我们的菜也好卖，价格也不错。”

市场服务是亮点市场服务是亮点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今年多个秋菜销售点都设置了秋菜市

场便民服务站。服务站里设有充电器、工具箱、药品箱，同时还

配备了微波炉。一位菜农告诉记者，为了卖菜他和媳妇风餐露

宿，今年新设置的这个便民服务站特别暖心，冷了可以在里面

喝点热水暖暖身体，还可以加热饭菜。桦甸街秋菜点还贴心地

放置了多个展板，上面写着不同秋菜的营养价值和储存方式，

这一举措得到了摊主和市民的一致赞扬。

充满温情是今年秋菜市场的亮点。据长春市城市管理局

市容管理处二级调研员王真亮介绍，今年长春市共设置秋菜销

售点120个，城管部门结合辖区实际，坚持方便群众、满足需求

的原则，制定了详细的秋菜点位设置标准和管理标准，并在每

个点位增设城市管理便民服务站，主动帮助菜农和市民解决遇

到的困难。同时，在具备条件的秋菜销售点位还设置了移动公

厕。不具备条件的，由属地城市管理部门与附近商家沟通免费

对外开放厕所，并设置导示牌。

为了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安心，菜农经营得顺心、舒心，长

春市各级城市管理部门还提前组织菜农登记备案，公平合理划

分销售区域，维护良好市场秩序。长春市城市管理局通过官网

和微信公众号公布了全市秋菜点位，并在微信小程序增加了秋

菜市场栏目，精准定位每个秋菜点位，既方便菜农寻找秋菜销

售点，也方便市民就近买菜。

(本栏图片均由本报记者于悦摄)

秋菜市场，今年有啥“不一样”
本报记者 吴茗 于悦 韩玉红

今年今年，，长春市秋菜上市时间还是长春市秋菜上市时间还是1010月月11日至日至2525日日，，全市共设置全市共设置120120个秋菜销售点个秋菜销售点

位位。。目前目前，，秋菜销售期过半秋菜销售期过半，，秋菜销售情况如何秋菜销售情况如何？？价格价格、、菜品菜品、、市民购储观念发生了怎市民购储观念发生了怎

样的改变样的改变？？近日近日，，记者走进长春市多个秋菜销售点记者走进长春市多个秋菜销售点，，探访今年的秋菜之探访今年的秋菜之““变变””。。

本报讯（记 者
韩玉红)近日，长春

市双阳区人民法院

奢岭法庭快速化解

了一起农民工讨薪

纠纷，7名农民工在

奢岭法庭法官的帮

助下，仅用3天就成

功拿到自己的血汗

钱 ，并申请将案件

进行撤诉。

原 告 邵 某 等 7

人在被告某土方工

程有限公司某工地

从事清运土石方工

作 ，经被告公司工

作人员王某验收无

误后 ，确定被告应

给付原告运输款共

10 万余元，但被告

王某拿到运输款后

失踪，导致邵某等 7

人一直未拿到劳动

报酬。经催促该公

司无果后，邵某等 7

人将工程公司及王

某诉至长春市双阳

区法院请求维护合法权益。

奢岭法庭收到起诉材料后，承办法

官第一时间致电当事人了解案情，耐心

释法明理，引导双方互相理解对方的处

境与难处、极力化解矛盾。承办法官积

极开展诉前督促工作，多次与被告公司

进行沟通，向其释明违法的后果及拖欠

农民工工资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督促

公司主动承担责任，避免负面影响。在

承办法官的悉心调解下，双方当事人最

终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调解协议，邵

某等 7 人成功收到拖欠的运输款 10 万

余元，并填写了撤诉申请书上交法院，

申请将案件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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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卜丽峰 李硕 记者吴茗）日

前，珲春市河南街道永盛社区关工委联合

军警联盟单位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走

进珲春市第五中学七年五班开展了一堂

“扬爱国之情 立鸿鹄之志”的爱国主义教

育课。

活动伊始，来自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的移民管理警察刘钊问同学们：“有谁知

道国旗为什么是红色的？国旗上面的五角

星分别代表什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的

衣服上面也有国旗？”一连串的问题让同学

们与移民警察有了初步的互动，随后刘警

官详细讲解了国旗以及边防的故事。

“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革命先烈抛头

颅、洒热血，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染红

了这片土地，铸就了我们这面鲜艳的五星

红旗。移民管理警察衣服上的国旗时刻提

醒着我们无论是在边境线上巡逻，还是在

口岸执勤，背后是伟大的祖国，要为国家的

安全和荣誉肩负起守边护边的使命……”

听完移民警察的讲解，同学们深受触

动，一位同学说：“我们住在边疆，守边护边

不光是移民警察的职责，每一位公民都有

守边护边的职责，我们也要成为守边护边

的宣传员、讲解员。”随后，永盛社区“创意

坊”工作人员将带有“锦绣中华”“祝福祖

国”“我爱你中国”“盛世中华”等字样的剪

纸图样分发给同学们，同学们通过一把把

小剪刀剪出心中对祖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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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传统秋菜“老三样”，萝卜、地瓜、山药、芥菜等小众秋
菜成了今年秋菜市场“新宠”，人气火爆。

种类丰富的秋菜为市民提供了多样的选择，不少市民表示，
相较于价格，更看重秋菜的质量。

在长春市朝阳区湖光路秋菜点，记者看到这里设有秋菜
便民服务驿站，为菜农提供各种贴心服务。

最近，长白县人民法院开展“追求卓越谱法院华章”主题
党日排球赛活动。比赛一开始，各支队伍就展现出了较高的
竞技水平。在小组赛阶段和淘汰赛阶段，参赛干警们团结协
作、顽强拼搏、勇创佳绩。赛后，干警们表示，不仅得到了锻
炼，更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王晨宇 摄

日前，长岭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走进长岭县职业
教育中心，为同学们送上一堂法治课。刑事审判庭庭长杨丹、
法官郑娜、法官苑东分别以“远离校园霸凌”“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防范有组织犯罪”为主题进行专题授课，重点讲解《刑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反有组织犯罪法》等法律法规，激发学生
们学法用法的热情，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张佳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