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 发行站 站长 联系方式 区域 发行站 站长 联系方式

芝罘东
中 心 站 魏庆辉 15563860788

牟平高新

宁 海 站 高广娇 15563860683

中 心 站 姜美丽 15563860636 立 兴 站 曲领红 15563860685

芝罘南

中 心 站 张 建 15563860711 高 新 站 王保东 15966549789

世回尧站 李卫涛 15563860665

莱山站

中 心 站 王爱娜 15563860700

惠 安 站 韩永寿 15563860653 金沟寨站 张庆阳 15563860703

大润发站 林志超 15563860630 大 学 站 吴景然 15563860686

白 石 站 程海英 15563860656 鹿 鸣 站 王汝刚 15563860717

凤凰台

中 心 站 宋孝叶 15563860779 芳花园站 衣奎苓 15563860706

只 楚 站 杨振兰 15563860728

开发区

中 心 站 李建滨 15563860770

凤凰台站 赵 艳 15563860727 中 心 站 于 琪 15563860775

珠 玑 站 王世香 15563860729 金 城 站 于庆东 15563860776

芝芝罘罘西西

中中 心心 站站 王王承承礼礼 1155556633886600660055 德 胜 站 李相华 15563860780

幸幸福福中中站站 于于锡锡杰杰 1155556633886600777711 金 东 站 王伟明 15563860781

幸幸福福南南站站 高高瑞瑞梅梅 1155556633886600773366

福山区

中 心 站 衣桂勇 15563860671

幸幸福福西西站站 王王圣圣贤贤 1155556633886600773399 福 新 站 车淑娟 15563860785

牟牟平平高高新新
中中 心心 站站 孙孙金金丽丽 1155556633886600667733 清洋南站 骆彩霞 15563860791

中中 心心 站站 夏夏建建娥娥 1155556633886600668800 清洋北站 王少华 1556386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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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樱桃“渴望”提高附加值
记者调查：只有不到一成樱桃进入深加工环节，樱桃产业链存缺陷
见习记者 李静

《“把脉”烟台樱桃》系列报
道第二篇，我们关注烟台大樱桃
的产业链。除了传统的市场零
售，烟台大樱桃的产业链已经拉
长至农超对接、生态采摘体验
游、深加工等领域。但是，80%左
右的大樱桃都是由果农直接卖
给商贩，真正进入深加工环节的
只有5%-10%。附加值低、产业链
尚不完善，成为制约烟台大樱桃

价值提升的重要因素。
烟台大樱桃总产量占全国

大樱桃总产量的50%，是我国大
樱桃的主要生产基地。但是一直
以来，果农种植的大樱桃多数都
是直接卖给商贩，哪一年产量高
了，价格好了，果农收入就高一
点，若是赶上年头不好，只能自
认倒霉。烟台大樱桃销售普遍存
在附加值低的缺陷。

果农和专家也意识到了这
种缺陷。“延长大樱桃产业链，
发展深加工，增加大樱桃的附
加值是大樱桃的发展方向。”福
山区回里镇黄山园果品合作社
社长孙茂友介绍，烟台大樱桃
有80%左右都是直接销售给商
贩，其他销售渠道所占比例太
少，尤其是深加工，仅占整个大
樱桃产量的5%-10%。烟台市农

科院大樱桃研究所副所长张序
也说，深加工这部分确实很少，
至多占5%。

从最低端的直接销售，到农
超对接、发展樱桃采摘游，再到
高端的樱桃酒、樱桃罐头、樱桃
果脯等深加工模式，大樱桃的产
业链条被不断拉长，但是深加工
环节的弱势，依然制约着烟台大
樱桃价值的提升。

从原来在市场上摆摊零售，
到如今直接进入大超市，“农超
对接”成为果农们探索的一种新
模式。“直接把樱桃卖给大超市，
一亩地果农至少可以增收4000-
5000元。”栖霞庙后镇柏军果品
专业合作社社长徐柏军说。

据介绍，农超对接是黄山园
果品合作社的一个主要发展模
式。“进入超市的大樱桃每斤能
多卖3-5块钱。”徐柏军说，目前
他们合作社的主要客户是佳世
客、麦德龙、家乐福等大型超市，
北京、上海、哈尔滨、青岛等是主
要的销售城市。这个模式已经发
展两年了，收益十分可观。

徐柏军说，农超对接后，市场
需求量不用犯愁，但是大超市对樱
桃的质量要求普遍比较高。

“下一步重点发展会员，让
更多的果农加入到这个集体当
中。”徐柏军说，目前烟台的大樱
桃种植太过分散，发展合作社是
很有必要的。 见习记者 李静

大樱桃只管种不管收，到了
成熟季节，游客们上门采摘，果
农们在家坐等收钱就行。这种樱
桃采摘游的模式已经在烟台不
少樱桃产地发展起来。

提起生态采摘体验游，福山
区回里镇东黄山村的赵利伟可
是深有体会。他家种植了两亩樱
桃，一亩直接销售，另外一亩只
做采摘。“这两亩地收入相差的
不是一星半点。”赵利伟说，直接
销售的一亩地收入5000元，采摘
的一亩地收入15000元。

不仅果农，不少种植基地也
在发展生态采摘体验游。“回里
善疃生态园是一个很典型的示
范基地。”回里镇政府宣传办公
室副主任倪璐介绍，2012年生态
园开始有了规模性的发展，仅一
个月的采摘期内，善疃生态园就
吸引了近1 . 2万人次游客，门票
和采摘直接收入达80多万元，大
樱桃销售收入达240万元，带动
餐饮收入18万元，周边农家乐收
入5万元。 见习记者 李静

酒厂>>

一瓶樱桃酒

能卖到588元

“樱桃酒的附加值很高，深加
工的效益还是很可观的。”烟台同
心酒业有限公司主营大樱桃酒，
主要有3款产品，该公司经理王丰
介绍，以樱桃酒为原料制酒，在山
东乃至全国都较为少见，产品经
过8年研发，已于2009年1月上市，
目前最贵的樱桃酒一瓶可以卖到
588元，最便宜的也要228元。

“樱桃的出汁率很低，一般情
况下，一斤半葡萄可以产出一斤
葡萄酒，而6-8斤樱桃才能产出一
斤樱桃酒，所以樱桃酒的成本要
高不少。”王丰说，樱桃酒在国内
还处于摸索起步阶段，在很多一
线城市可以看到樱桃酒，但是生
产数量不多。“毕竟与葡萄酒相
比，中国的樱桃酒还很年轻。”

王丰说，樱桃酒采用传统酿
造发酵法。经过筛选、去核、发酵
等工序进行深加工，保留了樱桃
中的营养成分和樱桃独有的香
气，通过发酵还增加了对人体有
益的营养物质。樱桃酒还有很多
药用价值，例如祛痛风、抗癌防
癌、美容养颜。“一般生活在海边
的人多少都会有些痛风，喝樱桃
酒治痛风，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专家>>

在樱桃产业链中

深加工效益最可观

一直以来，烟台的大樱桃专
家和果农也在探索走出传统的
零售途径。利用樱桃进行深加工
的罐头企业和果脯企业也越来
越多。福山区张格庄镇为拉伸产
业链条，不断增加产品附加值，
积极引进香港棒师傅、同心酒
业、橙果商贸等公司，重点发展
大樱桃冷链物流和深加工产业，
拉长产业链条，不断开拓销售市
场，提高农民收入。

烟台市农科院大樱桃研究所
副所长张序介绍，在欧美一些发
达国家，大樱桃在销售渠道上，鲜
食和深加工能各占一半，而我国
大樱桃在深加工方面的比例非常
低。烟台大樱桃在深加工的比例
上，最多不超过5%。

烟台大樱桃协会会长张福
兴说，深加工环节的缺乏，导致
大樱桃销售没有一个十分完善
的产业链。“深加工才是大樱桃
发展产业链中效益最可观的一
项。”张福兴认为，不断引进深加
工企业，拓展大樱桃的产业链，
使更多的大樱桃进入深加工环
节，才能使得烟台大樱桃有更广
阔的收益空间。

格延伸调查

樱桃变成酒，身价立马不同
专家：推广深加工，大樱桃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见习记者 李静

格农超对接

大樱桃进超市

每斤多卖三五块

格采摘游

发展采摘游

一亩多收一万元

除了农超对接、发展大樱桃采摘游，深加工也是
樱桃产业的一环。但据了解，目前仅有不到一成的烟
台大樱桃进入到了深加工环节，大樱桃普遍存在附加
值低的问题。目前，樱桃产业正在努力探索出路。

同心酒业的工作人员在介绍樱桃酒。 见习记者 李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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