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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摘柿子不如外出打工挣钱，果农无奈“撂荒”

百万斤柿子空挂枝头
本报泰安11月22日讯（记者

路冉冉 曹剑）黄澄澄的柿子挂满

枝头，看着都让人眼馋，可泰安大

津口乡的百万斤柿子却无人采摘，

80%挂在树上任其白白烂掉。

22日上午，记者来到大津口

乡藕池村。村道两侧的柿子树上

挂满黄澄澄的柿子，远处山上更

是遍布一簇簇的黄色。据村民讲，

往年这个季节，柿子都已摘完，树
上早就什么都不剩了。

75岁的郭兴宝家门前就有一

棵柿子树，每年能产200多斤柿
子。郭兴宝说，这样的柿子树，他

家有20多棵，但今年他只摘了百

余斤柿子，“高处的够不着，我年

纪大了不敢爬树，只能眼睁睁看

着柿子烂在树上。”据介绍，熟透

的柿子如果不摘下来，时间长了

就会变软，掉到地上会被摔个稀
烂，无法再食用。

藕池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学军

告诉记者，藕池村大约有3000棵

柿子树，年产柿子70万至80万

斤，但是今年超过80%的柿子要

烂在树上。记者了解到，大津口乡
李家泉、范家庄等村都存在这种

情况。

大津口乡农业站主任朱文明

介绍说，大津口乡有柿子树1000多

亩，每年能产柿子300多万斤，主要

销往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等地，在居

民收入中占据不小的份额。“今年

柿子每斤4毛钱左右，全乡年产300

多万斤，原本应该是个好收成，可

如今大多数柿子都没人去摘，很可

惜。”朱文明说。

“价格还是太低了，摘一天柿

子，还不如出去打一天工挣钱多

呢。”藕池村的郭兴宝老人说，出

去打工每天能赚百十块钱，而在

家一天摘200斤柿子才能卖七八

十元钱，所以，今年村里外出打工

的青壮年格外多，剩下的都是老

人和小孩。面对十几米高的柿子

树，靠这些人摘柿子显然不行。

藕池村唯一柿子代收点的负

责人郭培举告诉记者，前一段时间

曾有外地客商来找他收购柿子，可

半个多月，他才收上来不足1万斤

柿子，客商只能无奈离去。

记者询问村民将柿子丢在枝
头的原因，村民们众口一词：“价
钱太低”、“摘柿子太浪费劳力，还
不如外出打工挣钱”。

大津口乡农业站的朱文明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假设一户果农
一年能收3000斤柿子，按每斤4毛

钱算，能卖1200元。收柿子一般需
要两个壮劳力，一个在树上摘，一
个在树下接，两人每天能摘200斤
柿子，收完3000斤柿子需要半个
月。而外出打工的话，两人每天最
少也能赚150元，半个月下来，就
比在家拾掇柿子多挣1000余元。

朱文明说，近年来务工费越
来越高，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也越
来越多，剩下的老人、小孩不敢上
树采摘。据村民介绍，柿子树干很
脆，稍不留意就容易发生事故，以
前曾摔死过人，为了几毛钱一斤
的柿子而冒险就不值了。

格延伸调查

朱文明告诉记者，现在大津口
还没有针对柿子进行深加工的企

业。当地柿子的销售除了部分零售
外，主要依靠外地客商，果农在销
售价格上没有话语权。往年都是东

北客商过来收购，每年外销100多万
斤，今年外商只收购了不足10万
斤。“外地客商如果不来，柿子即使
摘下来，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烂掉。”

“最开始也想过引进企业，对这

些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政府在政策
上也有扶持计划，但是我们这儿靠近
泰山景区，建加工厂的顾虑比较多。”

藕池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学军说。

本报记者 路冉冉 曹剑

摘柿子费时费力

当地柿子深加工不足

看着满树熟透的柿子，郭兴宝无可奈何。 记者 曹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