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时雪救了30万棵樱桃树
崂山大田茶也救回了大半

热点

2011年3月 7日 星期一 编辑：管慧晓 组版：杨帅

今日青岛

本报记者 宋珊珊 刘玉彩

立春后樱桃树的花芽开
始萌发，这也是决定樱桃能不
能丰收的关键期。花芽越多产
生花苞越多，樱桃就越可能丰
收，相反，樱桃便可能减产。此
前，青岛经历了持续140多天
的干旱天气，让崂山的农户们
绷紧了神经，专家也认为再没
有有效降雨，樱桃将减产七
成。继一场中到大雨之后，2月

28日，青岛终于迎来了一场有
效降雪，那么樱桃的旱情缓解
了吗？“一场及时雪下来后，樱
桃树都返青了，有的又发出很
多花芽来。”6日，崂山区北宅
街道下葛场社区的一位村民
告诉记者，前一段时间由于连
续几个月没有下雨，樱桃树花
芽很少，有的整条树枝都没有
花芽，这让以此为主要经济来

源的果农们很担心。经过了上
周的及时雪后，樱桃树又长出
不少花芽来。

记者看到，经过了雨雪
的洗礼，樱桃树上透着返青
的绿意，有的树枝上花苞已
有一厘米多长。“经过了干旱
后，樱桃肯定会更甜，现在看
多数樱桃树都已返青，一般
到 3 月底 4 月初就能开花

了。”北宅街道办事处农业专
家告诉记者，该街道36个社
区家家户户都种樱桃，数量
已发展到30多万棵。百年不
遇的干旱对樱桃树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但是及时雪又缓
解了旱情，如果3月底到4月
初樱桃花期内不出现“倒春
寒”天气的话，樱桃的产量就
不会受很大影响。

大田茶救回大半
6 日上午，记者来到王

哥庄街道荷花村社区看到，
这里的很多大田茶已开始
返青，随着天气的转暖，有
的茶农已经将盖在茶树上
的塑料膜撕掉。剪去了冬季
的死叶子之后，成行的茶树
泛出绿油油的春意。不过除
了泛青的茶树之外，还有不

少大田茶已经彻底枯死，有
的茶园里死去的茶树甚至
占了一大半。

“有了这场及时雪，一半
多茶树活了过来。”荷花村社
区茶农李纪臻告诉记者，他
们家种了4亩多大田茶，结果
干死了近一半。等到3月底剪
去老叶子后，茶树就可以长

新芽了。新茶估计得到5月底
才能上市，只能赶春天的末
班车了。

在王哥庄街道晓望社
区，茶农姜先生告诉记者，他
们社区以前打了很多水井，
大部分茶树都得到了灌溉，
估计第一茬茶叶上市会比没
浇过水的稍早一些，大约在5

月中旬前后，比往年推迟了
20多天。记者从崂山区王哥
庄街道获悉，该街道家家户
户都种茶叶，总共有大约1 . 2
万亩茶田，这其中8000亩是
大田茶，4000亩为大棚茶，有
了这场及时雨水后，一大半
以上大田茶得已返青，免去
了干枯至死的灭顶之灾。

崂山培训万人抗旱
虽然及时的降水让茶

树顺利返青，但农户们认为
这 些 水 分 还 不 够 农 作 物

“喝”。“就像人洗了一把脸
一样，这次降水只是让地表
得到了滋润。”茶农李纪臻
说，由于长期的干旱，这次
降水还不足以让田地彻底
湿透，有些地方还是没有水
灌溉。“我们已经开始打大
口井了。”6 日，在北宅街道
正在负责打井的王先生告
诉记者，经过了这次降水

后，钻井时明显感觉到顺利
了很多。前一段时间大口井
很难打出水来，这几天他们
就打出了好几口。

记者从崂山区获悉，崂
山还将指导农户科学抗旱、
技术抗旱，将干旱带来的损
失降到最低。3月份开始，崂
山区将开展以抗旱为重点的
万人培训活动，通过举办适
用性和针对性强的农业实用
抗旱技术培训班，让农民及
时掌握抗旱技术要领。

春茶3月底将上市
樱桃和大田茶都喝上及

时水，得以保证收成，喝不到
雪水的大棚茶怎么样了呢？

6日上午，记者跟随荷花
村社区的茶农姜仕明来到他
的大棚茶园看到，在几层厚厚
的塑料膜的保护之下，大棚里
的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上，这里

的茶树长势要明显比大田茶
好不少，有的茶树枝杈间已经
开始吐出嫩芽。

“很多茶树上的嫩芽都有
一厘米多长了，估计等到3月
底就可以采了。”姜仕明高兴
地告诉记者，大旱让他们社区
周围的水井都干枯了，前一段

时间，他为浇灌这些大棚茶没
少伤脑筋。有了这次降水后，
社区周围的拦坝又有了蓄水，
他终于不用着急了。

姜先生说，往年的春茶
鲜叶每斤在60元左右，估计
今年肯定要贵。但是再贵也
弥补不了减产带来的损失。

记者了解到，崂山绿茶中的
春茶是最好的，到了夏天、秋
天，鲜茶叶的水分、营养成分
会有不同程度的流失，卖价
也高不起来。因此，出售春茶
所得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
入，今年春茶的延期和不少
茶树枯死让茶农损失很大。

曾经持续140多天的大旱天气让青岛的茶树、樱桃等农作物受到
了很大的影响。上周，青岛终于迎来一场及时雪，茶树、樱桃等农作物
解渴了吗？6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30万棵樱桃树解渴

采蘑菇吃海水豆腐有了好去处

崂山生态观光农场开园
本报3月6日讯(记者

刘玉彩 通讯员 任
滨) 6日，日产近千斤的
大型海水豆腐生产基地
正式投产，崂山“二月二
生态观光农场”正式开园
纳客。记者了解到，该生
态观光农场集休闲旅游、
特色农副产品采摘、中小
学生科普教育、农家体验
等于一身，也是崂山区唯
一一家体验式农场，市民
可在此参与大馒头及海
水豆腐制作、采摘蔬菜、
蘑菇、茶叶，尽情享受农
家乐趣。

6 日上午，记者在王
哥庄街道“二月二生态观
光农场”的海水豆腐作坊
看到，四口16斤重的大锅
被整齐的堆砌成一排，一
位师傅正在用大勺舀着锅
里的豆浆，慢慢搅拌消泡。

“等豆浆熬得很稠之后再
把水分挤出来，这样做出
来的豆腐是最纯正、天然
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
剂。”据这位师傅介绍，他
们用的海水都是船只从深
海里取回来的，煮2 个多

小时后再舀出来过滤。”记
者了解到，这个海水豆腐
作坊每天可产近千斤海水
豆腐，每斤大约2 . 5元，虽
然比一般的卤水豆腐贵5
角左右，但是销量很好，每
天都有人开车去批发。

据介绍，“二月二生态
观光农场”占地百余亩，位
于王哥庄街道荷花社区朱
顶山脚下。经过前期近一
年多的改建、扩建，王哥庄
大馒头最大的生产基地于
春节前夕在这里投产。这
个基地也是山东省内最具
规模的锅蒸馒头生产基
地，日产能力可达6000斤。
目前，农场内已建成二月
二馒头房、海水豆腐、菌类
养殖、崂山散养土鸡、淡水
鱼类养殖五个农业特色园
区和“二月二豆腐”特色餐
厅。

同时，作为崂山区唯
一一家体验式农场，来农
场观光旅游的客人可以参
与大馒头及海水豆腐的制
作过程、体验蔬菜、蘑菇、
茶叶采摘之乐、享受水边
垂钓之趣。

可信度高、“转让费”低

校园转让家教受青睐
本报3月6日讯(记者

李珍梅) 大三、大四学
生面临考研或找工作，不
得不将手头的家教工作转
让给低年级学生。3日，记
者走访高校了解到，这种
从高年级手中转让而来的
家教可信度高，“转让费”
又低，与中介公司介绍的
家教工作相比，更受学生
的青睐。

6 日上午，记者在青
岛大学校园的宣传栏上看
到，贴着各种转让家教字
样的信息栏引得不少学生
围观。“本人因面临考研、
工作，现转让家教一份。辅
导初一孩子的功课，一次
一个半小时，每周5次，一
次40 元。”家教地点、工
资、时间等信息都详细地
写在了宣传单上。

中文系的学生小于告
诉记者，每次新学期开学都
有很多转让家教的信息。与
那些中介公司张贴出来的
家教岗位比，她和同学们普
遍更喜欢这种来自高年级

学生的转让信息。
“因为中介公司介绍

的，你得去试课，而且对对
方一点都不了解，不知道
用什么辅导方法适合。”小
于说，若是转让得来的，则
可以从对方那了解到被教
孩子的一些情况，并从对
方那里获得经验。

记者了解到，转让家
教的学生多数是大三、大
四学生。“我这个学期要准
备考研了，没有那么多时
间做家教，所以就想转出
去。”转让家教的小舟同学
告诉记者，自从信息张贴
出去后，已经接到了十几
个咨询电话。

虽然个人转让的家教
也要收取一定的“转让
费”，但多数学生表示，这
个费用收得合理且放心。

“以前我也通过中介做过
家教，而且交了260 块的
中介费，最后他们给我介
绍的都不合适，中介费一
分都不退。”物流专业的小
郑说。

大棚茶开始长出嫩芽。 本报记者 刘玉彩 摄

在王哥庄街道荷花村社区，茶农李纪臻正在照
料返青的茶树。 本报记者 刘玉彩 摄

剃龙头 讨彩头
3月6日，是农历二月初二，民间有“二月二，龙抬

头”之说，在这一天理发将带来一年的顺心顺意。在福州
南路一家理发店老板介绍，他的店不到一天的时间就给
200多名小孩子理了发，不少是三四天前就预约好的。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