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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苹果滞销，“卖了近40年苹果，没比今年再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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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颖颖

开20小时车到湖北

赔钱卖苹果

记者见到慕广禄时，他正
在栖霞市苏家店镇的一处冷
库打零工，给好歹把苹果卖出
去的一家果农挑选、包装苹
果。看见一车车苹果从冷库运
出，慕广禄非常羡慕，因为他
也种了八亩果树，其中六亩地
还是以每年五千元的价格租
的，但到现在还没卖完。“从
2014年开始种苹果，之前在镇
上一家食品加工厂打工，一个
月收入不到五千元。前几年看
到苹果行情不错，就辞了工回
来专职种苹果，结果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行情就不好，一直在
赔钱。”

在栖霞有个说法，种苹果
的以妇女和60岁以上的男同
志为主。慕广禄今年39岁，算
是比较年轻的了。看到去年收
的两万多斤苹果放在冷库里
没人来收，他坐不住了，便在
朋友介绍下，花七千余元租了
一辆车，行驶二十多小时，拉
着两万斤苹果去了湖北孝感
的南大水果批发市场。“租别
人的摊位，得给人家付苹果总
价格5%的提成。”

作为一个山东大汉，慕广
禄到了湖北很不适应。住得差
一些他可以接受，批发市场搭
建的棚子里有张床，可以免费
住，能省下不少钱，但是饮食
就不行了。“顿顿都是辣的，吃
一两次没事，吃一个星期真受
不了，但是去外边小摊买也都
是辣的。”在孝感待了一周多，
每斤苹果以平均一块八的批
发价销售，还剩两千多斤。

“我看着也卖不动，就回
来了。到现在钱还没拿到手，
得等苹果都卖完，人家那边扣
了该扣的钱才给我。”慕广禄
说，其实细算下来，这次跑去
孝感卖苹果是赔钱的，但如果
在家等，或许一点都卖不出
去，赔得更多。

打理果树花了两三万

一分钱都没收回来

从慕广禄打工的冷库出
来，驱车南下，在栖霞市西城
镇南沙沟村，记者见到了26岁
的谢翠华，还有一个月她就要

当妈妈了，已经定好在栖霞市
人民医院生产。对宝宝的到
来，她充满了期待，但是期待
的同时，又为即将面临的大笔
住院费和“奶粉钱”发愁。“去
年产的两万多斤苹果一个还
没卖出去，这是全家最主要的
经济来源了。”谢翠华告诉记
者，平时她跟公婆三人打理苹
果树，而老公在附近的葡萄地
打工，一个月工资不到两千元
钱，除去一家人的开销，也剩
不了多少钱，而去年光为苹果
树投入就花了两三万。

在进入谢翠华的房间后，
记者发现这个不大的房间里
铺着水泥地面，墙也没有粉刷
过，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
个衣橱、一张火炕还有一个破
旧的沙发已经几乎将房间占
满，而衣橱还是郑香玲结婚时
留下来的老物件。小院还算干
净，一只狗、几只散养的鸡，典
型的农家小院，谢翠华一家就
生活在这里。

“公婆待我特别好，自从
我怀孕开始，他们什么活都不
让我干了。可是现在苹果卖不
出去，他们也犯愁，现在只能
等等看。希望孩子出生后，能
让他们高兴高兴。”谢翠华告
诉记者。

“翠华什么都舍不得买，
前几天去给即将出生的孩子
买东西，奶粉加上小衣服花了
五百多元，回来跟我说‘花了
这么多钱，真心疼’，我听了心
里真不是滋味。”谢翠华的朋
友韩晓燕说道。

剪果枝摔骨折

住院费都是借的

在栖霞市松山镇的一处
冷库中，存放着附近近千户果
农的苹果，一箱箱苹果堆满了
几十个冷库，足有三人高，场
面相当壮观。而每斤苹果的存
放费是0 . 2元，存越多费用便
越高。

在冷库，记者遇到了果农
崔忠仁。“我家种了四亩苹果，
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种了，
今年是最难的一年。”63岁的
果农崔忠仁跟记者诉苦。“舍
不得雇人，人工费太高了，套
袋工人一天费用就二百四十
元，还得管饭。”崔忠仁说，就
在所有活都老两口干的情况
下，不算上人工，一斤苹果的
成本价都要一元左右。去年行
情好一些的时候，崔忠仁每亩

苹果挣了三千多元，而今年，
四亩地的一万多斤苹果还在
冷库里放着，一点都没卖出
去。“收的价格太低了，有的七
毛、八毛还不够成本价，舍不
得卖，想再等等看，可是卖不
出去又犯愁。”崔忠仁无奈地
说。

苏家店镇吴家村的吴法
爱比崔忠仁还犯愁。吴法爱今
年64岁，和38岁的儿子吴少龙
都是靠种苹果为生。“一个多
月前，我儿子爬梯子给果树剪
枝，不小心摔下来，大腿骨折，
这两天刚出院，住院花了三万
五千多元，都是亲朋好友你一
千我一千凑的。”吴法爱告诉
记者，他们两家一共种了三亩
苹果，到现在一个都还没卖，
而且2014年卖苹果的钱还没
有收回来。

早熟果快上市了

冷藏果更卖不动了

苏家店镇一共有51个村，
却建有56个冷库，都是个体
户，其中不乏资金不足向银行

贷款的情况。果农将苹果存在
冷库里，冷库代为销售，销售
的钱扣除冷库使用费后再给
到果农手中。而近两年有些冷
库因资金链断裂，致使果农的
钱也迟迟还不上。“愁啊！”吴
法爱告诉记者，只要是苹果没
卖出去的果农，都在愁，有些
甚至都愁出了病。

苏家店镇老潘头果蔬合
作社的社长潘志龙说，早些
年，陕西那边虽然也种苹果，
但是冷库少，苹果放不住，价
格也相对便宜，客商一般先去
那边收苹果再来烟台。但是如
今那边也有冷库，苹果有库
存，就对烟台苹果销售产生了
冲击。这在2 0 1 4年下半年就
有所体现了，但是没有去年
和今年这么明显。“再过两个
月，早熟品种的苹果下来了，
冷 库 里 的 苹 果 就 更 卖 不 动
了，只能扔。”就在记者采访
时，一辆农用三轮车来到冷
库收“烂果”，六百多斤有轻
微腐烂的苹果，五十元钱就收
走了。“总比全烂了强。”果农
无奈地说。

3月下旬，栖霞乡
村的山路上，道路两边
都是苹果树，春风已吹
出了新芽，新一批的苹
果正在孕育，而果农们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去年收的果子都还没
卖出去呢！

记者了解到，由于
今年苹果供过于求，价
格降至“冰点”，不少果
农都在赔本销售，但即
便是这样，一多半的苹
果还在冷库中堆着卖
不出去。再过两个月，
等早熟品种的苹果上
市，当垃圾扔掉可能便
是那些苹果的归宿。

本报济南3月28日讯(记者 王颖
颖) 受供过于求影响，今年山东省的
苹果普遍滞销。据介绍，2015年全国苹
果产量较2014年增加了8%，整体产量
或超四千万吨。栖霞市的苹果种植面
积为七十万亩，总产量达二百万吨。

“苏家店镇有4万亩苹果树，这里
家家户户种苹果，丁点大的地方都要
种棵树。”苏家店镇老潘头果蔬合作社
的社长潘志龙告诉记者，去年天旱，为
了保住果树，整个苏家店镇光打井花
的钱足足有七千多万元，每口井花费
七八万元，都是果农自己掏钱。“这里
的地下水位深，要打200多米才能见到
水，还要买大功率的抽水泵。”果树不
仅保住了，还丰产了，2015年的产量比
2014年多了20%左右，达到了近四十万
斤。

供过于求的最直接表现就是价格
的下降。据烟台市彤彤果品合作社经理
任维琪介绍，目前直径80mm的栖霞苹果
的出库价在1 .3元到1 .4元每斤之间，相对
于去年的3 . 5元左右，降低了一半还多。
而在烟台市场的售价只有2 .1元到2 .2元，

“去年能卖到5 . 4元到5 . 6元，贵的还有七
八元的。”记者在济南市场上看到，普
通栖霞红富士的售价大多为2 . 99元/

斤，有的超市还卖2 . 7元/斤，精品栖霞
红富士的价格也只有5 . 99元/斤。

任维琪说，目前销售情况仍然不
乐观。2014年客商以较高的价格收购
了苹果，很多都赔了钱，所以2015年收
苹果的客商明显减少。再加上陕西、山
西、新疆、宁夏等地苹果的增收，更是
对栖霞苹果的销售造成了冲击。“去年
的收购价4 . 2元，今年3 . 2元，然后一直
下降，降到2 . 2元、1 . 5元到现在的没人
收。”在这种情况下，果农不得已只能
把苹果存入冷库，这样就进一步增加
了苹果的成本价。肥料、套袋、管理以
及人工成本加起来，每斤苹果的成本
至少1 . 5元。

据任维琪了解，目前烟台地区的
苹果也就卖出去了三分之一，很大一
部分还是来自于出口。“苹果价格降低
了，出口价去年一斤五六元钱，今年才
三元钱。出口的大部分都是6 5mm、
70mm的小苹果，以泰国为主。他们那
边按个卖，小个的苹果利润高。”此外，
任维琪表示，目前苹果的价格已经比
较稳定了，可以说是降到“冰点”，不会
再有大的变化。

苹果增产两成
来的客商却少了
收购价从3 . 2元降到没人要

果农老张在冷库
外抽着烟，为了把苹果卖
出去，一家人想尽办法，
但也没卖出多少。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去年是个丰收年，但是苹果价格和销量迎来低谷。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原因分析

谁来救你
我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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