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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0月中旬，
苹果也该收获了，但
在苹果种植大镇东
港区河山镇，果农们
看着满园的苹果却
高兴不起来，“去年
这时候，我的苹果已
经卖了一半了，今年
几乎没开张。”种植
户张荣说。

而苹果商贩则
表示，前两年他们都
赔钱了，所以今年不
敢轻易收购存储苹
果了。

苹果生产遇“大年”

产量增加两成左右
18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

日照市东港区河山镇。据了
解，河山镇是日照的一个苹果
种植生产大镇，现在有万余亩
果园，路两边的果园内，红彤
彤的果子惹人喜爱。

在大岭村、汪家官庄等
村，记者见到了很多果农，他
们都表示，今年前期干旱，还
下过冰雹，所以苹果个头上要
比往年稍小一些，“但并未影
响整体的收成，今年苹果亩产
得在一万多斤，往年也就是七
八千斤。”大岭村一果农说，今
年遇到了传统说法上的“大
年”。

今年收购价格低

却依旧少人收购
在大岭村记者遇到了刚

摘完苹果的张荣，今年42岁的
张荣种植苹果已经十多年了，
今年他种了2亩苹果。

张荣告诉记者，前两年每
到收获的季节，村子里就停满
了江苏等地收购苹果的大车，

“当时苹果从地里摘下来就被
买走了。”而且去年“ 80 苹果”
的收购价是每斤 2 . 5 元，“今年
最好的也就 2 元钱一斤，更多
的都是一块多钱一斤。”

虽然现在收购价格大幅
下降，但苹果还是卖不出去，

“自从进入收获季，村里总共
就来过两三辆收苹果的车。而

且商贩对苹果质量要求更高
了，小一点的价格再低都没人
要了。”张荣说。

商贩连年赔钱

今年暂不出手
韩敬伟是一个老苹果商

贩了，跟苹果打交道已经13年
了。他说：“今年我们都不敢
收，价格还是太高了。”

韩敬伟介绍，去年他收购
了10万斤苹果，当时收的苹果
质量一般，入手时每斤在1 . 2元
左右，“存在冷库半年，算上人
工、运输、库存费等每斤要加
上5毛钱左右，而今年出库时
每斤只卖到6毛钱左右，平均
每斤赔1元钱。”

“从前年开始存苹果就赔

钱。”韩敬伟说，如果收购价格
在 1 . 5 元左右还可以考虑存一
些，价格再高，今年收了还得
赔。

据韩敬伟分析，前两年苹
果价格之所以高，是因为一些
社会游资进入苹果产业，“前
两年，很多根本就没接触过这
个行业的人也都进来了，我收
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苹果这
么抢手。”

韩敬伟介绍，他认识的一
些苹果收购商这两年也都赔
本赚吆喝，“出库价格要比收
购价格还低，更别说还要加上
库存费等费用。”韩敬伟说。

“今年还是等等看看吧，
先不出手了。包括江苏、山西
等地的一些苹果老板现在都
在观望。”韩敬伟说。

 1 8日上午 1 1

点，在河山镇大岭
村一果农正在采
摘熟透的苹果。

1 8日上午1 1

点，在河山镇马路
沿线随处可见卖
苹果的果农。

刚买一部新手机

话费莫名被“吸”走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司路清 通讯

员 张玉玲 刘霞) 家住岚山的张先生
近日在岚山汽车站附近一手机店购买某
名牌手机一部，在使用中发现手机有吸费
现象。张先生多次要求经销商退货，但一
直未能如愿，无耐之下张先生拔打了12315

申诉举报。
接到消费者来电后，手机店所在辖区

的岚山分局岚山工商所执法人员当即对
此事进行调查核实。经了解，消费者反映
的情况属实。

经执法人员查看话费详单，发现有很
多定制类收费记录，有的收费记录甚至多
次在半夜及凌晨出现。由此推断，消费者
手机在待机不动的状态下，手机内置的程
序有向收费网站订制信息类业务的可能。

据此，执法人员现场对当事人双方进
行了调解。执法人员认为张先生所购手机
存在内置吸费软件，但销售商在销售时并
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侵犯了消费者的情
权，应当给予退、换货处理。

经执法人员协调，双方最终达成一致，
由商家给予消费者更换一部其它型号的同
等价值手机一部。消费者表示非常满意。

工商工作人员提醒广大消费者，现在
手机品牌众多，鱼龙混杂，智能机、翻新
机、山寨机等层出不穷，现在市面上有很
大一部分手机设有“休闲游戏、娱乐天地、
影音在线”等功能，一般这些功能只要一
点开，就会自动向收费网站发送信息定制
某种收费业务，话费就会莫名其妙的被扣
除。

工商工作人员建议消费者，在购买
手机时，一定要到正规的大卖场进行选
购，并注意保留好凭证，以作为日后维权
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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