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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儿逛新区，满眼都是惊喜。为让孩
子早点儿回家，赵师傅低价把瓜处理完，
连夜往家赶。虽然天上下着大雨，但想到
就要到家了，赵师傅还是很开心。一行人
到家时，已是凌晨3点。

核心提示

 “记者当瓜农，体验‘全程卖瓜’”

▲

两天卖完一车瓜 连夜冒雨把家还

一路大雨，道路两旁还没有路灯，
视线非常差。

赵师傅车开得很慢，直到凌晨3点
才回到宜阳县柳泉镇龙潭村家中。

虽然一身疲惫，赵师傅还是很开
心，和记者聊起今年卖瓜的收获。他家
的4亩西瓜基本上卖完了，总共卖了2
万块钱，占家里全年收入的一半。

今年赵师傅前后进城卖了12趟
瓜，油费需要360元，种子、肥料、地膜
等成本加一起要2000元。12趟中，有
3趟是当天就卖完回去了，餐饮花销不

大；有9趟在洛阳待了两天，餐费每趟
60元，总共540元。每趟还会挤坏西
瓜等，平均一趟损失80元，12趟总共
960元。买塑料袋300元。这些硬性
支出总共4000多元。

“今天到家太晚了，过几天去趟县
城，给娃们买点好吃的，还想给娃们买
个厚点的床垫。”赵师傅盘算着卖瓜的
钱怎么花，“家里剩下的瓜不多，也不打
算卖了，留给亲戚吃。家里刚盖了新房
子，还没装门，我打算把门装上，日子总
要越过越好啊。”

23日20时30分 蛋儿逛新区，抱着“汽车”舍不得撒手

瓜农赵师傅 5 岁的儿子蛋儿，
虽然年年跟父母来市区卖瓜，但
他对洛阳的印象仅停留在菜市场
和一些小巷。23 日晚，记者开车
带着蛋儿和他的母亲刘银平到新
区玩。

蛋儿新奇地看着周遭的一切。
经过立交桥时，他惊讶地问：“下面没
有河，为啥要盖桥……”

走进新区政和路与金城寨街交
叉口附近一家玩具店，蛋儿看着五
颜六色的玩具，两只眼睛都不够使
了，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兴奋得不
得了。

最后，蛋儿抱着一个小汽车，说
啥也不撒手。记者把蛋儿手里的小
汽车买下来送给他，他高兴得又蹦又
跳，当即就在地上玩了起来。

22时32分 连夜回家，路上遭遇大雨

22时 32分，记者坐在赵师傅的
拖拉机上跟他们一起回家，分享他们
的喜悦。

刚走到滨河路，突然下雨了，
赵师傅把拖拉机停在路边，穿上雨
衣，然后像蒙西瓜一样，用一块大塑
料布，把刘银平、蛋儿和记者蒙在车
斗里。

在狭小的空间里，我们三个只能

低头蹲着或坐着，空气很闷。
刘银平说，今年雨水多，到城里卖

瓜，十回有九回碰到下雨，“卖瓜就是
忒苦，没办法”。

“那为什么还卖瓜啊？不能干点
别的？”记者问。

“不卖瓜还能干啥？一行有一行
的苦，只不过人家的苦咱不知道。”刘
银平平静地说。

24日0时30分 停车避雨，跟洛阳晚报记者闲聊

24日0时30分，雨越下越大，赵师
傅把拖拉机停在辛店办事处延秋一个
加油站，稍作休息，跟记者闲聊起来。

赵师傅说，村里有不少人都出去打
工了，赚的钱远比卖瓜多。

“我们是真没法出去，家里俩孩
子，一个13岁，一个5岁，都要上学，需
要人照顾。”刘银平说，“也想过带着孩
子去打工，但是孩子到外地咋上学？

就算找到学校，打工毕竟不稳定，万一
发不下来工资，俺孩子吃啥？喝啥？
学费咋交？”

不过，夫妇俩正在商量，打算一个
人出去打工，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

“还是想多赚点钱，供娃们上学。
我对他们要求不高，就是能走出去，养
活自己就行了。俺这辈子就这样了，娃
们的路还长着呢。”刘银平说。

记者刚睡下两三个小时，赵师傅
院子里的鸡就开始打鸣。记者从床
上爬起来时，刘银平已经开始忙活家
务了。

村里的人听说赵师傅家里来了洛
阳晚报的记者，纷纷聚了过来，与记者
攀谈。

宜阳是种瓜大县，瓜地有33000亩

左右，据粗略统计，瓜农应有7000户到
8000户。

“去年种瓜的都赚钱了。今年不
少人跟风扩种，估计要赔不少。”一个
瓜农说。

9时，坐上返程的长途汽车，记者
看到还有不少瓜农开着拖拉机，满载西
瓜往城里开去……

9时 记者离开赵师傅家回市里，路上看到有不少瓜农进城卖瓜

凌晨3时 终于到家，赵师傅盘点卖瓜的收获

看
着
五
颜
六
色
的
玩
具
，蛋
儿
的
两
只
眼
睛
都
不
够
使
了

22时23分 最后一个西瓜卖掉，蛋儿发出一声欢呼

22时，记者带着玩累的蛋儿返回
周公路的瓜摊时，赵师傅的拖拉机上
只剩下几个西瓜了。

“最后就百十斤瓜，不想再在城
里待一晚上了，就一块钱一个便宜卖
了。”赵师傅笑着说。

今年刚开始卖瓜时，赵师傅的瓜
两块钱一斤，最小的瓜也得五六块一
个。之后，每斤一块五、一块二……
这趟卖瓜，刚开始是八毛一斤，后来
降到五毛一斤。

22时23分，卖掉最后一个瓜，憋
了半天的蛋儿发出一声欢呼：“回家
啦！”赵师傅也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
一口气。

记者去过赵师傅的家，是在半山
腰一个窑洞里，条件并不好。

“城里是啥都好，楼也高，路也宽，
但这跟俺没啥关系呀。”刘银平说，“我
还是想回家，家里有地，心里踏实。”

我们整理东西准备返程时，周围
的瓜农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