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7深调查2014年10月10日 星期五 编辑：常学艺 美编：魏巍今 日 德 州 <<<<

强手
调查

本报首席调查记者 王金强

乐乐陵陵小小枣枣挂挂满满枝枝
渴渴望望走走出出望望天天收收

一到农忙，乐陵枣农郝运国
最愁的就是需要增加人手，忙的
不是收小麦或摘玉米，而是打
枣。

葱郁的枣林下，三五个人，
有的摊开床单、油布之类的收集
物，有的手持竹竿，使劲敲打。分
拣开枝叶，剩下的就是红绿交加
的小枣。

30年前，郝运国20出头，记
忆中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打枣，自
己也不例外。从小时候开始种的

枣树，到现在共收获了600多棵。
在乐陵，金丝小枣栽培已有

3000年历史，仅存活千年以上枣
树就有20余株，500年以上枣树
近3000株，百年以上古枣树难以
数清。

郝运国几乎不种小麦、玉米
等粮食作物，每年就靠这树上的
小枣收成。“我这收成是打出来
的。”郝运国笑称。

起初，郝运国都是靠家人、
亲友帮忙打枣。再不济，就换工，

左邻右舍换着帮忙打，一季下来
也能忙活得开。

然而，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
涌入城市，打枣的收入渐渐由
最主要的收入变成枣农的一部
分收入，不过刚刚外出务工时
工资并不高，一到农忙农民回乡
收庄稼的也不少，他倒也并不缺
人手。

农闲时，郝运国会开着农
用车，围着枣林洒农药，像盲蝽
象这种虫子，并不会殃及枣的

收成。
到了收枣的季节，郝运国除

了自家打枣，还会开着农用车到
周边的河北沧州收枣。“因为好
多外地客商收枣，都冲着乐陵
来。”一说起乐陵小枣，郝运国自
豪的那股劲尽显无遗。

这30年来，其它农作物如小
麦、玉米等都全靠了联合收割机
模式，唯独郝运国的小枣，一直
用最原始的持竿敲打人工作业
方式。

眼看着乐陵小枣挂
满枝头，却因为突如其
来的阴雨，让枣农丰产
又丰收的愿望成为泡
影。为乐陵小枣洒微量
元素制剂“补钙”，在枣
树集中的地方建烤房，
改良品种抗果裂……这
些年，乐陵一直在为小
枣丰产又丰收，往前进
一步，再进一步。

今年年初，郝运国终于没有
挡住外出打工工资见涨的诱惑，
到天津塘沽打工。

对于他来说，收入上的对比，
是他作出选择的根本原因。“就是
干干装卸工、零活，一个月3000元
多很容易拿到，在家打枣是不可
能的。”郝运国说，打枣的收入以
前很稳定，今年不太灵了。

除了依然需要较高的人力
去维护枣林的收成，最根本的原

因就是今年的雨下得太不是时
候了。

同村的张吉林说，今年的天
气是先干旱，到了秋分前后，骤
然 下 起 了 雨 ，然 后 紧 接 着 阴
天……

这种天气给张吉林的小枣
收成以致命的打击。500多棵，只
有一半打枣，打了2000斤枣，且
成品枣少得可怜。

附近小芦村的张凤池对今

年的雨直叹气。乐陵小枣素来皮
薄肉细、味道甘甜、出干果率高，
备受外地客商的钟爱，每年都有
外地客商慕名前来收购。

但同时，乐陵小枣正因为皮
薄，最怕的就是雨水浸泡。“雨水
一泡就容易裂皮，裂开没几天就
烂在树上了。”他说。

实际上，今年春夏雨水少，
乐陵小枣在干旱的天气中长得
密密麻麻，恰恰在即将收获的节

骨眼，突遇阴雨天，这种情况只
有2007年出现过一次。

不少枣农说，现在从沧州拉
来的枣，一两元一斤还比乐陵的
枣好，原因是沧州没有遇到阴雨
连绵的天气。

去年，张吉林会在收完自家
的枣之后，再帮外地客商去沧州
收枣，而今年这些外地客商留守
在乐陵的没几个了，他们直接去
了沧州。

10月9日，王文明的康万家
红枣专业合作社收了三四万斤
枣，他对优质的小枣预期产量，
也因为最近的阴雨而下降了。

其实，今年乐陵小枣的挂果
率还是挺高的。原本预计的丰收
年，被雨水搅黄了。

王文明说，由于雨水不早不
晚地下在收获的季节，让众多枣

农猝不及防。导致优质果产量只
有去年的五六成，产量是20年中
较低水平。

如果说产量是因为天气所
致，那么价格创新低，恐怕跟市
场环境不无关系。

目前，顶级原树枣收购价在
3元左右，同等质量在2010年是
7 . 5元-8元。一级原树枣收购价

在2元左右，同等质量在2010年
是5元左右。

在王文明看来，目前价格形
势的主要原因是，去年红枣丰
收，大部分金丝小枣经销商在
去年备货充足，到今年金丝小
枣上市，大部分金丝小枣经销
商仍有小量余货，有等待观望
心理。

另外，部分经销商受去年新
疆枣暴利诱惑，10月份到11月份
把主要精力放在抢购新疆枣上。
目前市场交易量是去年同期的
两成不到。金丝小枣减产，没有
大的客户收购，造成目前减产又
降价的不正常局面。

不过，这时也正是乐陵小枣
价格抄底的好时机。

尽管产量价格都不占优，但王
文明仍收到不少优质的小枣。王文
明说，这得益于不少枣农抢收的枣
直接进了烤房，减少了损失。

去年，乐陵市在朱集、云红、胡
家、郭家等6个小枣主产区乡镇、街
道建成了32座小枣烘干房。

“乐陵金丝小枣种植面积有
50万亩，年产鲜枣1 . 6亿公斤。以
前枣农每年都采用传统的苇箔

晾晒，一旦遇上阴雨连绵天气，
红枣浆烂就会非常严重，最高年
份达90%。”乐陵市相关负责人
称，2012年，持续降雨造成乐陵
市6个小枣主产区万余枣农丰产
不丰收，成为影响当地小枣产业
发展的一大难题。

有了智能烘干房，鲜小枣打下
来直接进行烘干。投资6万元新建
成的小枣智能烘干房，单座日处理

鲜小枣5000公斤。烘干机由电脑板
控制，智能化比较高，自动控温系
统可自动控制烘干室的温度，小枣
烘干完成时可自动提醒。

据了解，为打破“望天收”这
一瓶颈，借鉴外地经验，乐陵市
委组织部、市林业局、财政局联
合组织，在小枣主产乡镇、街道
推广小枣智能烘干房建设项目，
并将这一项目作为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的实事之一进行实施，规
划在每个社区建一座小枣烘干
房，乐陵市财政补贴4万元，每个
自然村建一座小枣烘干房，乐陵
市财政局补贴2万元。

目前，乐陵市朱集、云红、胡
家、郭家等6个小枣主产区乡镇、街
道已建成小枣烘干房32座，乐陵市
财政投入补贴100多万元，万名枣
农将改变“望天收”的局面。

今年66岁的田敬义
仍奔走在小枣果品改良
的一线。退休前，他是乐
陵市金丝小枣开发研究
中心主任，今年他终有
收获。

9月19日，田敬义的
“乐金4号”金丝小枣通
过了山东省林业厅专家
组的验收，让他喜出望
外。

今年，在乐陵枣区，
裂果到了70-80%，但是

“乐金4号”只有0 . 48%，
几乎可以说是找不到裂
果，验收专家们对这个
品种大加赞赏。

“只要不裂果，产量
和质量就上去了。”田敬
义认为，枣农平时维护
时，可喷洒一些微量元
素制剂，给小枣“补钙”，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裂果问题。

明天春天开始，“乐
金4号”金丝小枣就可以
规模化嫁接或种植了，
他对改良后的乐陵小枣
十分看好。

在田敬义看来，尽
管现在市场上新疆大枣
抢占市场的风头挺盛，
但乐陵小枣具有内陆小
枣更为突出的优点，它
含有较多的蛋白质、维
生素A、P和芦丁及人体
所需要的氨基酸等 1 8

种，营养保健价值经得
住时间的考验。

打出的收成

雨落丰收时

新低的价格

烤房的价值

改良的出路

乐陵小枣丰收的季节，传统的晾晒成为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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