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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苹果果不不套套袋袋也也可可以以好好看看又又好好卖卖
随着市场认可度的提高，不套袋种植或将成为以后的发展趋势

本报再推“栖霞苹果红齐鲁”，助果农卖苹果

每年到了苹果收获的季
节，大部分果农都从早忙到
晚，部分种植面积较大的果农
自己忙不过来只得雇人帮忙，
但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少，果农
不得不花大价钱雇人，只为了
苹果收获后能卖个好价钱。

为帮果农拓宽销售渠道，
让消费者吃上正宗地道的烟
台栖霞苹果，继去年推出的

“栖霞苹果红齐鲁”活动的基
础上，今年本报继续推出该活
动，将烟台的特色精品水果送

上市民的餐桌。
今年挑选的苹果全部来自

最地道、最具烟台苹果代表性
的栖霞，采购时专门选取了丘
陵光照时间长的地块。丘陵地
块种植的苹果光照充足，色泽
饱满，且本次采购地块种植的
果树都是由山上水库泉水灌溉
成长，苹果口感绝佳。据了解，
栖霞当地以农业为主，没有工
业污染，也正因此，环境非常
好，苹果皮薄肉脆，酸甜可口。

“为确保给市民提供放心

的苹果，我们选取的都是精品
果，三道检验程序确保苹果质
量。”作为本次活动产地供应
商，栖霞市新兴果品专业合作
社经理王涛介绍，苹果从源头
采摘后果农会对苹果进行第
一轮的分选，然后合作社将苹
果收购时进行另一轮筛选。在
运输包装环节，工作人员还将
对苹果进行一遍质量检验，三
道把关，确保送到市民手中的
苹果都是精品。

本次活动推出的苹果规

格有80级别，10斤装，售价75

元；80级别，20斤装，售价140

元，其中邮费另付。想订购尝
鲜的市民可拨打本报订购电
话18660533332，或加微信咨
询。工作人员提醒市民，一定
要电话或微信咨询后再付
款。打款时一定备注清楚姓
名等信息，户名：烟台市好报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213014866618，开户行：中国
银行莱山支行东郊分理处。

本报记者 李静

汪洋在烟台市调研时强调

科学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
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张琪) 10

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烟台市
调研海洋渔业发展情况。他强调，深耕
海洋，发展现代海洋渔业是我国农业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要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海洋经
济和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决策部署，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合理开发利用海
洋渔业资源，加强海洋环境保护，促进
海洋生态修复，走产出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海洋渔
业发展之路。

近几年，中国科学院与山东省合
作建设海洋生态牧场示范基地，通过

“藻、贝、参、鱼”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形
成海洋生态立体混养系统，将海水养
殖、增殖放流、环境保护、生态修复、资
源养护结合起来，不仅取得良好经济
效益，还显著提升了养殖区域海水质
量，促进了海洋生态环境改善。汪洋考

察了位于莱州市的示范基地，对海洋
牧场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发展现代海洋养殖业，对保障
食品安全、改善膳食结构、促进农民增
收都具有重要意义。要认真研究海洋
养殖业发展战略，把海洋生态环境修
复和保护放到重要位置，不断提升海
洋渔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要加强海洋养殖科技攻关，加快成
果推广转化。推进海洋养殖业产业化

经营，发挥好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龙
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积极吸引农民以
合作制、股份制等形式参与现代海洋
渔业建设，让农民分享现代海洋渔业
发展成果。促进海洋养殖与水产加工
流通、休闲垂钓、旅游观光等相结合，
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海洋
渔业综合竞争力。

省领导郭树清、于晓明、赵润田，
市领导孟凡利、张永霞等陪同活动。

22日有场高校

毕业生招聘会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苑菲
菲 通讯员 孙力伟 冯岩) 记
者获悉，10月22日(星期四)在烟台市
人力资源市场将举办“烟台市高校
毕业生暨赶集网招聘会”。招聘会
将有100余家企业通过现场招聘、委
托招聘和网络招聘等形式招聘所
需的各类人才，其中参加现场招聘
的企业60余家，招聘的岗位主要有
软件工程师、机械制造与设计、商
业管理、财会人员、电子商务、销售
经理、行政文员、电子技术等专业
工种80多个，就业岗位600多个。

烟台市人力资源市场位于莱
山区府后路2号，可乘坐7、10、17、
23、52、62路公交车至人力资源市
场 (体育公园 )站点下车。热线电
话：6291255 6291812。

挥毫泼墨

由本报主办的首届烟台孝亲敬
老节于17-18日在泓润华府广场举
办，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
书法协会会员王宁波和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会员、环球书画院院长王
惠正两位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为
市民送上几十幅书法作品。求“福”，
求“寿”，求对联，纷纷赶来的市民让
两位书法大家没闲着。

本报记者 赵金阳 吕奇
柳斌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李静

多年来，烟台苹果大部
分采用套袋技术管理，提高
了果实的外观质量，但套袋
费时费力成本高。如果不套
袋，苹果表光难看，又担心果
品商不收购。如今，有专家指
出，不套袋也能使苹果表光
好、口感好又节省成本。近几
年，市场对不套袋苹果的认
可程度越来越高，苹果不套
袋或将成为以后的发展趋
势。

套袋苹果好看

但成本高口味淡

每年十月是烟台苹果的收获
季节，苹果种植区忙得不可开交。

“十一”期间，大部分果农都忙着
给苹果摘袋，“晚摘一天上色就会
差些，上市时间也会比人家晚，可
能就会少卖钱。”栖霞果农老李
说，今年套了10万多袋，自家人根
本摘不完，只能雇人帮忙。

“一人一天干8个小时，150块
钱，这都雇不着人。”老李说，这几
年雇工价格越来越贵，前年一人
一天七八十元，去年涨到了100多
元，今年又涨到了120元到150元。

“套袋的苹果表光确实好看，
但也费时费力。”栖霞市新兴果品
专业合作社经理王涛说，不套袋
苹果虽然表面不好看，但口感更
胜于套袋苹果。

有专家指出，苹果套袋过多
地强调了果实的外观品质，苹果
套纸袋后严重妨碍了太阳光射
入，影响了光合作用，虽然套袋提
高了果实的外观质量，但同时降
低了果实可溶性糖、可滴定酸和
维生素C、蛋白质等的含量，香味
减少，味道变淡。

引进先进技术，让不套袋的苹果照样好看好卖

近日，在第十六届国际
果蔬·食品博览会上组织的
专家讲座上，现场邀请到的
日本专家增田先生介绍了日
本近些年苹果不套袋种植技
术的发展情况。

“一些发达国家也经历
过套袋和摘袋的过程。目前
欧美和大洋洲均不套袋，日
本套袋率不足10%。”增田先
生介绍，近30年来，日本应用

了一种中量元素肥料，苹果
不套袋管理技术成熟。该技
术目前在山东、山西、陕西等
地多个实验田试用，实现了
低成本、去果锈、表光好、口
感好等优点。

增田先生介绍道，该技
术的使用，让果农从套袋、摘
袋的苦恼中解脱，节省了人
工和成本，成本仅是原套袋
技术的1/6。

据介绍，近几年市场上
对不套袋苹果的认可度越来
越高，一些果农尝试种植不
套袋苹果，售卖的价格比套
袋苹果高不少。

现场专家还指出，苹果采
用不套袋技术，就意味着没有
袋子的污染、没有反光膜污
染、减少农药污染，对节约木
材纸浆、防止土壤酸化板结，
促进环保的社会效益重大。

市场对不套袋苹果认可度越来越高

据了解，烟台全市苹果
种植总面积272 . 2万亩，占全
省的64%。多年来，大部分果
农采用套袋技术管理果园，
一直以来，是否给苹果套袋，
一直让果农非常纠结。“如果
不套袋的苹果表光也可以很
好，能卖个好价钱，那我们自
然愿意不套袋。”一果农说。

记者在淘宝网上搜索

“不套袋苹果”后发现，有不
少卖家特别标出“不套袋苹
果”字样，不少标注的售卖价
格都比套袋苹果高。

在第十六届国际果蔬·食
品博览会上组织的专家讲座
上，鑫阳肥料农业专家赵燕群
介绍道，经过在山东、山西、陕
西等地多个实验田试用后发
现，使用了从日本引进的管理

技术，苹果完全自然生长，不
用套袋，日照时间长、果实表
光好、色泽鲜艳、外观与套袋
果一致，气味更具果香。

赵燕群说，随着先进的
苹果不套袋种植技术引进中
国，并逐步实现国产化生产，
必将真正改变苹果的种植现
状，苹果不套袋或将成为以
后的发展趋势。

工人在果园里管理苹果。 企业供图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李楠
楠 ) 19日，由教育部高校毕业生
就业协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大学
生移动互联创客大赛(烟威赛区)

启动仪式在烟台举行。
据介绍，移动互联创客大赛

是以移动互联应用为方向，高校
师生为主体参与的全国性、创新
型创业比赛。首届大赛于2015年3

月至9月在全国各地同步举办，来
自全国500多所高校的数十万大学
生同台竞技；大赛也得到了400多
家民族品牌自主创业企业家的鼎
力相助，各赛项前三名全部公费
保送到瑞典留学。

全国大学生移动互联

创客大赛在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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