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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行业需要重建秩序
栖霞代表建议果农将苹果分好级别，打好包装存入经销商冷库

曾经>>引进套袋技术价格涨4倍

如今>>市场秩序混乱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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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违背市场规律两败俱伤

应对>>另辟蹊径重建行业秩序

再投入再扩大

是必然趋势

格延伸阅读

“我对烟台苹果有着深厚感情”
王洪华讲述从事苹果收购20年的喜与忧

□本报记者 刘清源

对于烟台苹果，王洪
华有着深切的感情。全国
苹果由筐装变为箱装，由
纸制包装变为泡沫网包
装，又加上了保鲜袋，这一
些都是他带头做的。如今，
面对困境，王洪华有着自
己的打算。

1993年，王洪华是国内第
一个引进苹果套袋的人。那时
候，果农并不认可套袋，他们
说，苹果要有光照才能上色，
套上了袋子，怎么会有颜色？
工作怎么都做不通，送给人家
都不要。王洪华就让公司里的
2 0 0多个女工，趁着中午的时
候偷着到果园里给苹果套袋，
袋子上写着何时摘袋和公司

的电话，套完就跑。
就是这样，王洪华依然接到

了无数的投诉电话，骂他为什么
要给别人家的果园套袋。王洪华
给出了保证，他绝对高于市场价
收购套袋的苹果。秋天，果农们
一摘袋都惊了，怎么这么红！那
一年，不套袋的苹果卖9毛一斤，
套袋苹果卖到了3 . 6元一斤，果
农们沸腾了。

面对现在的困境，王洪华又有
了新的动作。

从2012年冬天开始，王洪华每
天都要往村子里跑。王洪华让经销
商召集起果农他来讲课。他上午8点
到10点多，下午1点多到4点，就在村
里泡着。现在王洪华已经跑了50个
村子，他的计划是70个村子。他说，
要不是开两会，他现在正在村里泡
着呢！

在栖霞，很多人认识王洪华，
果农们和他尤其熟悉，他们不会
叫他王总，直接喊他姓名。到了村
里，王洪华就给果农们讲苹果的
销售和发展方向。王洪华要果农
把苹果冷藏到他的厂子里，仍旧
是只花费冷藏费，但是要按照标
准要求冷藏。也就是在苹果入库
之前就分好级别，打好包装。纸
箱、包装，王洪华都按照成本价给

果农，这些苹果和企业卖出的苹
果是一样的品质。王洪华还保证，
苹果卖亏了，他倒贴钱给果农，价
卖高了，利润仍归果农所有。

只要是业内人都会明白，这
件事的难度有多大。所有的果农
都是把苹果不分大小一股脑入库
冷藏，按照标准入库要花费很多
人工和时间。但王洪华很有信心，

“栖霞果农们都认识我，我在他们
那里有信誉度，就像当年的果袋
一样。”按照他的预期，3年后，他
可以收取3%的管理费，这样苹果
行业的新秩序也就重新建立起来
了。

说这一切的时候，阳光正好
打在王洪华的脸上。这个 5 9岁的
汉子，脸上透着些对希望的憧憬。
在他心里，有个和别人不一样的
苹果王国梦想。

作为业内人士，王洪华说，
现在国内的苹果市场秩序乱了。
早些年，苹果经销商从果农收购
苹果，冷藏室储藏，再卖给商场
或者南方客户。后来果农冷藏苹
果自己卖，卖价比收购价高一两
毛。果农冷藏苹果的比例从2010

年的百分之十几，蹿升到现在的
65%。

王洪华分析，6 5%的比例

并非全是果农造成的。如果企
业 抬 高 收 购 价 ，就 会 减 少 利
润，所以企业就减少收购量。
以天誉为例，2010年他们收购
了1 . 5万吨苹果，2011年是5000

吨，2012年是3000吨。“我们这
样的大公司也不得不像小公
司一样把冷库出租给个体果
农，起码还能挣出租费。”王洪
华说。

问题在于果农并没有销售
渠道，冷藏后他们发现，苹果并
非预期中的好卖，只能低价出
售。王洪华介绍，2011年6月，一
些栖霞果农拉着苹果到北京去
卖，很多商贩看是果农卖苹果，
围着货车就是不买。冷藏的苹果
一天后就恢复常温了，拖一天腐
烂的几率就翻着翻地上涨，果农
只能一次次的降价，一斤卖到了
8毛钱。

在王洪华看来，果农不懂市

场，单打独斗的方式并不能适应
市场规律。果农藏果，是想不经
过经销商直接卖出超市价。一些
超市从果农进果，冲的就是便
宜，价格压得低。市场销路不好，
果农只能降价。

“果农要价高，超市宁愿选
择证件齐全、果品规格正规的经
销商。而经销商夹杂在果农和客
户之间，利益空间也压到了最
低。一斤苹果卖到超市，如今1斤
只挣1毛钱。”王洪华苦笑着说。

□记者 刘清源 报道

本报1月1 2日讯 栖霞
泉源食品董事长姜延泉介
绍，他们厂的苹果70%出口，
3 0%在国内大型超市销售。
虽然只有 3成比例，姜延泉
却引进了全国首家苹果物
联网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每一
个苹果上都有一个条形码，
扫描后就可以知道，苹果产
自哪个果园，施过什么肥，
打过什么药，即使是运输过
程也都是GPRS全程跟踪。
物联网里的苹果应该比普
通苹果贵3毛到5毛，但现在
卖价一样。”姜延泉说，考虑
到将来的发展前景，他还是
在积极扩展物联网。

姜延泉不仅建了物联网，
还和农民建立了合作社，租用
和雇佣农民的土地、劳动力进
行生产，更新苹果品种，发展
苹果深加工，他说，再投入再
扩大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记者 刘清源 报道
qlwblqy@vip. 163 .com

本报1月12日讯 “这两年苹
果生意不好做了。2010年我们收购
了1 . 5万吨苹果，2011年降到了5000

吨，2012年只有3000吨。大公司也
不得不像小公司一样把冷库出租
给个体果农。”9日，栖霞代表团代
表、烟台天誉果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洪华说。在新形势下，要想苹果
行业健康发展，王洪华认为必须得
重建行业秩序。

作为烟台苹果的佼佼者，栖霞

苹果产业现状如何，又该怎样发
展，成为各代表、委员关心的重点
话题。作为全国苹果行业改革的领
头人，栖霞代表团代表、烟台苹果
协会副会长王洪华有着自己的看
法。

王洪华说：“从2010年秋天开
始，苹果行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亏
损。”2011年，天誉公司亏损了1800

万元，2012年受药袋事件影响又亏
损了。不仅卖不出苹果，已经订出
去的苹果也纷纷遭到退货。

对于苹果行业的亏损，王洪华
分析，这与国内外行业环境有关。

从全国来看，苹果产量过剩，山东、
陕西、甘肃、山西等省份都是苹果
大省。并且国内苹果成本价高于国
外，出口量也严重下滑。

为了打破困局，王洪华下到田
间地头，给果农们讲苹果的销售和
发展方向。王洪华要果农把苹果冷
藏到他的厂子里，但要分好级别，
打好包装。这些苹果和企业卖出的
苹果是一样的品质。王洪华说：“果
农卖的苹果和企业的一样，就好卖
了。”按照预期，三年后，他可以收
取3%的管理费，这样苹果行业的
新秩序也就能重新建立起来。

栖霞代表，烟台泉源食
品董事长姜延泉。 记者
刘清源 摄

▲栖霞代表团代表、烟台
天誉果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洪华。记者 刘清源 摄

商贩在检查果农苹果，决定
是否收取。(资料片) 记者 赵金
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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