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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苗、大樱桃苗还是去年那个价

涝涝灾灾年年苗苗木木不不涨涨价价，，很很厚厚道道

红肉苹果苗

果农咋不敢买

果皮和果肉都红火像火焰，
这样的苹果你有没有见过？在第
十届北方(烟台)果树苗木·生产资
料交易会上，红肉苹果吸引了果
农的眼球。一棵一年生的红肉苹
果苗要价50元，果农们看的多买
的少。

在青农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上，红色之爱“火焰”系列的红
肉苹果让果农驻足。从红肉苹果的
树苗看，叶子和普通苹果不同，呈
现鲜红色，枝条黑红色，木质部分
是淡红色。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红肉苹果
是从瑞士引进的，公司已经结出了
红肉苹果，“果肉从果心到外缘到
果皮都是鲜红色的。”

看着新奇，有果农会花50元买
上一棵，但是并没有大批量购买的
人。有果农说，市场上都没有这种
苹果，也没有人专门收，不知道怎
么定价，所以不敢贸然种植。

本报记者 李娜

三项举措

转作风赢民心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董波 ) 近年来，海阳市供电
公司通过强化办事监督、公开电费
电价制度、严格责任考核等三项措
施，大力拓展服务空间，创新服务
举措，积极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供电
服务。

经过上千次试验

搭配出菌种比例

本报11月20日讯(记者 李
娜 ) “今年苗子价格和去年基
本一样，没有像想象中那样高
涨。”20日，在苗木会现场，蓬莱
果农辛志诚说。以苹果苗为例，
1 . 2-2米高的树苗，每棵价位在
15-25元之间不等，和去年的价
格不相上下。有苗木企业还打
出了“大涝之年苗木不涨价”的
条幅。

20日，在烟台市农科院果树
研究分院的苗木销售现场，果争
相购买脱毒树苗。有的果农在3

年前购买了脱毒苗木，现在看到
了效益，对脱毒苹果苗特别认
可。

价格方面，2米高的苹果苗
25元一棵，1 . 5米高的苹果苗20

元一棵，和去年的价格一模一
样。农科院果树分院出售的大

樱 桃 树 苗 的 价 格 根 据 苗 木 大
小，售价在8- 2 5元/棵，和去年
一样。苗木会进行到第二日，这
里已经卖出了五六万株大樱桃
树苗。

“大涝之年苗木不涨价。”在
第十届北方(烟台)果树苗木·生
产资料交易会现场，苗木不涨价
的条幅特别醒目。“20块钱一棵树
苗，对果农来说刚好能够承受，

价格再高就有点‘打劫’的意思
了。”一家苗木企业的负责人说，
果农已经受灾了，要补栽很多树
苗，趁着这个时候再涨价，不厚
道。

今年7月份，烟台市连续下
了23天雨，随后8月份又是高温
天。据不完全统计，有100万亩果
园受了灾。许多果农想在苗木会
上选购心仪树苗补栽，需求量大

大增加。在苗木会第一天就卖出
了百万株苗木。

烟台市农科院副院长姜中
武说，农科院出产销售的苗木价
格，往往是其他苗木企业销售的
价格参考。农科院出产的苗木最
高的是25元一棵，和去年一样。所
以，在今年涝灾需求量增加的情
况下，整个苗木会上苗木的价格
依然和去年持平。

新新鲜鲜！！生生物物制制剂剂也也能能帮帮苹苹果果增增红红上上色色
烟台有望改变铺反光膜增色的历史

本报记者 李娜

在今年的苗木会上，除了
苗木之外，一些新科技也越来
越贴近果农的生产。一个叫做

“果园红”的高科技生物制剂
在交易会上亮相，这种生物制
剂能够为苹果生理增红上色，
有望改写果农依靠反光膜增
色的历史。

“用这个生物药，就不用
铺反光膜了。”在听到销售人
员这样宣传时，果农们围拢了
过来。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
种生物增红制剂，他们惊奇它

的效果，又有点半信半疑。
在牟平宁海隋家疃村，果

农林先生率先尝试使用了“果
园红”，他在苹果采摘前一个
月开始喷施，到采摘时，共喷
了3次。他惊讶地发现，苹果上
色比没有喷施这种生物制剂
的上色快，成熟早。

现在到任何一家果园，你
都可以见到明晃晃的反光膜。
果农在种植苹果、梨、桃子等
水果的过程中，都普遍使用了
套袋技术。进入10月份收获期
摘袋后，为了使水果快速上
色，果农都在果园铺上反光膜

使水果均匀上色。有数据统
计，仅蓬莱地区一年使用反光
膜就有400多吨。

反光膜系由铝塑合成的一
次性使用产品，难降解，成了现
在新的污染源。反光膜危害大，
回收成本高，企业不愿回收，果
农们将反光膜随意堆放在沟堑
里。在冬春季节，风大的时候，
经常被大风刮得到处都是。

固特丽(烟台)新洲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大勇介
绍说，“果园红”是在植物、藻
类、虾蟹壳、微生物中提取生
物元素，研制而成的，不含激

素。通过喷施，提高光合作用，
促使作物健壮生长，增加果实
糖度。这种生物制剂通过促进
花青素的生成，增强上色饱和
度，果实光洁艳丽。

据了解，“果园红”是经过
10多年的研究研发出来的，是
国家高科技专利产品。下个
月，有关部门专家将在鉴定会
上对“果园红”做鉴定。习惯于
使用反光膜给苹果上色的果
农，还不能一下子接受。但是
如果能够推广开来，对果业和
环境来说，将是一场变革，常
大勇对这场革命充满信心。

连年施化肥，土地没有劲儿；生物菌肥不伤地，“标本兼治”

烟烟台台地地元元生生物物菌菌肥肥，，将将改改变变土土地地种种植植怪怪圈圈

第十届苗木会19日在烟台
市农科院开幕。早上7点便赶到
现场的烟台地元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韩秀君，除了
布置展台之外，还特意将企业
印制的1万份资料分成10叠。他
和10位工作人员将在现场向参
会人员发放。

上午7点15分，来自栖霞
桃村镇东下夼村的村民老高
凑 到 展 位 前 ，询 问“ 地 元 生
物”是个啥玩意儿。得到韩秀
君详细解释后，老高拿走了
两份资料，还在本子上记下
了韩秀君的电话号码。老高
种了一辈子地，他说，现在的
地没有劲儿，过去一亩地追
肥只要用两包尿素，现在 1 0

包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地

元不伤地，就像中药，标本兼
治 。”韩 秀 君 的 介 绍 通 俗 易
懂，老高一下就听明白了，他
说，“回去正好要给自家的苹
果园和大樱桃园追肥，今年
就用地元。”

老高离开后，许多和老高
一样来自各地的果农，纷纷驻
足地元展位前，问这问那。果
农集中反映的问题是：自己的
地里连年施化肥，土地出现板
结现象，实际地力也下降，进
而更多地施化肥，走入了一个
种植怪圈。尤其今年旱涝不
匀，许多作物、果树都绝收甚
至枯死。

土地肥力持续降低的问
题，正成为中国农民面临和亟
待解决的一大难题。而地元在

这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韩
秀君介绍：“地元之所以是好
肥料，是因为它的营养元素齐
全，采用的菌种均由中国农科
院菌种保藏中心提供。能够改
善土壤理化性状，增强土壤保
水、保肥、供肥的能力。有益微
生物可以促进和调控作物生
长，而且能够提高土壤孔隙
度、植物成活率。同时能够抑
制有害病原菌繁衍，连年施用
可缓解连作障碍，也是一种环
保型肥料。”

知道生物菌肥的好处，现
场许多农民打听起了价钱。原
来这生物菌肥并不是很贵，价
钱和普通化肥差不多，连年用
还会便宜，当场便有不少人下
了订单。

地元菌肥不伤地，农民当场下订单
本报记者 刘清源

20日，在第十届北
方 (烟台 )果树苗木·生
产资料交易会上，“地
元”生物菌肥一亮相，
旋即被现场与会果农
和众人“层层包围”，万
余份菌肥宣传材料不
到1小时就被抢空。专
家认为，烟台地元生物
菌肥，将改变中国土地
种植的怪圈。

“我们也有自己的研发中心，从
烟台本地的土壤中筛选出了较好的
有益‘土著’菌种。经过上千次的试
验，搭配合理的菌种混合比例，使微
生物菌群发挥最大作用。”烟台地元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部主任
刘慧说，他们公司近百亩试验基地
里的红富士，不套袋不打药不使用
化肥，生产出来的苹果十分畅销。

“烟台地元生物菌肥的理念和
应用，将改变中国土地出现的种植
怪圈。”关注中国土壤状况的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
研究所博士阮志勇说，过去都用土
壤质量、化学成分来判定土壤的地
力。近年来，业内开始推广生物肥
的应用。研究发现，生长出优质作
物的土地内含的微生物成分都是
非常健康的状态。

“地元这个土生土长的烟台民
企，将打破中国施用30多年化肥的
种植怪圈，土壤酸化、土地肥力下
降等困扰中国土地种植现状的窘
况，有望因生物菌肥的使用而破
题。”阮志勇说。

国网海阳市供电公司

前来参
观、采购的
果农络绎不
绝，本次苗
木会赢得空
前的火爆。

实习生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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