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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不出海 海鲜价格涨
招工难、资源少、气温低等是主因

乳山打造国际版“农超对接”

农产品直销全球57个国家和地区

本报威海 2月 2 3日讯
(通讯员 孟祥卫 栾频
记者 刘洁) 记者从相关
部门获悉，如今乳山市共有
1 0 0多家涉外农资企业和
260家农村专业合作社与日
本、韩国等57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农产品直供关系。随着
农产品直销全球，一条升级
版的农超对接产业链呼之
欲出。

近日，记者在华隆公司
生产车间流水线前看到，工
人们正忙碌着工作，一箱箱
经过加工的花生被有序的
码在4个大集装箱里。“这4

个集装箱，明天拉往威海码
头，经船运往日本后，将直
接分发到各大超市。在日本
的超市，有一半的花生是来
自俺们乳山！”华隆公司国
际贸易部隋部长自豪地说。

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
业产业化和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是乳山市农业发展的
长期诉求。乳山在全省率先
实施“农超对接”后，开始谋
划国际升级版“农超对接”。
围绕当地的优势农产品，乳
山先后组建起吉民花生、日
晟大姜、圣山民族合作社等
260家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按照农产品质

量安全要求，根据各自的
经营品种，制定出严格的
种植管理规程，对种植什
么品种，施什么肥料，用
什 么 农 药 ，都 有 严 格 规
定。以企业为主、政府为
辅，乳山还成立了农副产
品质量检测中心，无偿提
供检测服务。此外，乳山
投资3250万元的农副产品
质量追溯体系软硬件已建
设完成。该体系投入运行
后，实现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从田间到国际、国内餐
桌的全程可追溯。

乳山市先后获得25个
绿色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以
及“乳山牡蛎”、“乳山大
姜”、“乳山茶叶”3个国家地
理商标认证。乳山市政府还
加大扶持力度，对获奖企业
进行奖励。

有了质量底气和政策
保障，一条条国际升级版

“农超对接”路被成功打通，
一些农产品采购商也来乳
山直接采购。香港客商投资
6000余万元成立的集育苗、
生产、加工、储藏于一体的
蓝莓盛威果蔬有限公司,目
前已发展蓝莓种植基地
2000亩 ,成为国内最大的集
中连片蓝莓栽植基地。

本报威海2月23日讯
(记者 林丹丹 ) 原本是
渔船出海的时节，如今渔
民只能停船“歇业”。受用
工紧张、燃油价格上涨、资
源少、持续大风降温等因
素困扰，不少船主选择观
望等候时机。

21日上午，记者在威
海市水产品批发市场内
了解到，水产品不仅种类
少了，价格还都有不同程
度的上涨。水产批发市场
也没有了往日的热闹，不
少摊主提早收摊回家。售
卖海产品的摊主张先生
说 ，因 为 海 产 品 价 格 上
涨、品种变少，选择海产
品 的 市 民 也 开 始 变 少 。

“如今市面上的新鲜鱼比
较难买到，一般都是冷冻
品或者养殖的，口感不如
新鲜鱼。”市民林先生说。

在威海中心渔港内，
一艘艘挂着“一帆风顺”

“满载而归”等旗帜的渔船
整齐停靠在岸边。正在整
理鱼舱的苗先生说：“天气
一直没有好转，燃油又涨

了，招工也困难，现在一般
没有出海的，出海肯定赚
不到钱。”

据威海市海洋与渔业
局初步统计，1月份，威海渔
业仍然保持生产形势稳定。
威海水产品产量12 . 5万吨，
实现产值10 . 9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4 . 4%和8%。但是近海
捕捞较为低迷，1月份，近海

捕捞产量6 .4万吨，同比下降
0 . 9%。受春节期间水产品价
格上涨影响，近海捕捞产值
5 . 6亿元，同比增长1 . 6%。除
少数规模较大渔业公司，已
于正月初四陆续派出大马
力渔船出海作业外，到目前
为止，个体渔船仍没有出海
作业。

已出海作业的大马

力渔船主要集中在黄海
中南部渔场等水域作业。
主要捕捞品种有鳀鱼、鲅
鱼、鲐鱼、带鱼等品种，对
船 日 产 值 在 2 - 4 万 元 之
间，产量产值与去年基本
持平。小马力渔船主要捕
捞品种为鳀鱼，除带冷冻
船捕捞情况较好，其他渔
船捕捞情况一般。

渔渔船船停停港港靠靠岸岸。。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林林丹丹丹丹 摄摄

二月二 剪龙图
二月二，除了炒豆、理发等习俗，威海民间素有剪龙

图的习俗。图为当天上午，环翠区峰泉社区的95岁老人
王玉卿正在将剪好的龙贴到窗上。

本报记者 李彦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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