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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义卖第四天

40000斤又没了
假期继续热卖！

本报济南3月31日讯（王颖颖
高倩倩） 31日是“齐鲁有货·

壹起吃苹果”爱心助农活动的第
四天，第四天卖出40000斤，四天
以来共卖出160000斤。

“我前天买了两箱，闺女说好
吃让我再来买。”早上9点多，66岁
的王大爷一到苹果义卖现场就笑
着跟记者说。王大爷是骑了45分钟
电动车，从工业南路专程赶过来的，
每年都会买几箱栖霞苹果。“就喜欢
这个脆甜口，每天都吃俩，早晚各一
个。我外甥女六岁多了，每天下午放
学吃一个，一家人都爱吃。”

上午，一辆三轮车开到了爱
心苹果义卖现场。“我们要54箱，
不过我们这个小车一次拉不了，
先给你们钱，我们再来一趟。”李
先生对记者说。原来，李先生也是
在报纸上看到了苹果滞销的报
道，跟单位几十个同事一商量，每
人买了一箱，凑了54箱。“不用留
名字了，都是小事儿，我们既得到
了好吃的苹果，又帮了果农，多划
算的事儿啊！”

“我要四箱，给康复中心的孩
子们送去。”31日下午，徐梓澈在
义卖现场买了四箱苹果，打算送
到白马山附近的济南众伟康复中
心，给那里接受康复治疗的孩子
们吃。“五六年了，我每年都会去
那边几次，去看看孩子们。本来打
算六一去的，昨天看报纸看到义
卖苹果，便决定买了苹果送过去，
毕竟献爱心不分早晚嘛！”

3月30日，乘坐优步专车出行
的市民或许会收获一颗“U爱”的
苹果。车主在为市民提供服务时，
更送上了一份爱心。31日，滴滴专
车公司也组织了一批爱心司机来
认购苹果，一时间，百余箱爱心果
被装在专车上，“我们司机也想献
爱心、做公益，但缺少这样的机会
和平台，看到晚报搞的这个活动，
我们就赶紧一起来报名了。”一专
车司机说。

清明节假期，爱心苹果照常
卖，销售地点不变。不过节日期
间，销售时间为每天早上9点到晚
上6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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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苹果果公公主主咋咋成成了了灰灰姑姑娘娘
提品质讲个性多触网，栖霞苹果也要转型

本报3月28日封面一张老农民手捧苹果的照片，打动了无数市民前去购买苹果。3月31日，记者找到了这位名叫王东的大爷，将20000多元苹果
采购款交到他手里。图为本报记者李大鹏(右)在果园将钱交给王东(左)后，王大爷在开心地数钱。 本报记者 李大鹏 吕奇 摄影报道

一、线下自提：
即日起，现场交钱取货（只支

持现金），销售时间：早8：30—晚
7：30（清明假期为早9：00—晚6：
00）。

提货地点：回归自然实体店
（泺源大街新闻大厦对面，泺源大
街 3号，绿色门头，可乘坐 102、
103、K96、165、49路等公交车在
新闻大厦站下车），后期将陆续增
加提货点。
二、线上购买：

1、微信搜索“qiluyouhuo”，或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微店购买。

2、打开淘宝搜索“齐鲁有
货”，天猫搜索“日新食品专营
店”，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找到相
应产品拍下即可。

注：整箱出售，每箱20斤，正
宗栖霞红富士，直径80mm，一二
混级果，售价47元。线上购买需
自理邮费13元，顺丰送货上门，
仅限山东省内购买。购买咨询电
话：0531-85196713、85193283。

购买方式：

种了十多年还是老一套

苹果是栖霞每个乡镇的主
题，苏家店镇也不例外，稍微特
殊一点的是这里的冷库和气调
库是最多的，大大小小有六十
来个。今年60多岁的刘大叔是
这个镇的村民，对他来说，种苹
果是最习以为常的事。

十多年来，他都是在跟苹
果树打交道，这个交道几乎没
什么太大的变化，除了化肥农
药的名字常变，改变最大的就
是这五六年渐渐兴盛的冷库和
气调库。他不再需要自己储藏，
卖完头茬好果或是果价不太令
人满意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家
的苹果送进冷库，等待价格升
高。跟他一样，太多太多的栖霞
果农在近几年都是这种选择，
而且这种选择前几年都没让他
们失望，获利不少。

2014年的冷库果卖了一个
极高的价格，2015年，当头茬果
销售即将结束时价格明显回
落，大部分果农直接选择了冷
库。没想到，一年的光景，市场
的变化那么快，苹果的价格从
顶点骤降到最低点。1 . 5元左右
的出库价，还得支付冷库费，远
远不够果树种植的化肥、农药、
套袋等成本，更不要提自家的
人工费了。

因为苏家店镇基本是混合
储存，即苹果不分大小混在一
块，出库率仅在30%左右。“以
前太好卖了，反正怎样都有人
来收，也就是低个一毛八分的，
没想到好好分分等级……”刘
大叔说。

刘大叔家只有两三亩地果
园，今年的低价对其影响还不
算很大。邻村王大叔就不一样
了，去年光套袋的袋钱和人工
费就花了三四万元，现在睡不
着觉已经成了他的常态，整晚
整晚都想着冷库里那些苹果。

“那是一年的辛苦，不舍得卖，
还卖不出去，别提心里那个滋
味……”2016年的苹果树马上
就要进入开花季，往年这个时
候王大叔心情都特别好，总喜

欢去果园转转。他说今年没兴
头，不准备再雇人照顾果园，和
老伴两个人能套多少就套多
少，套不了的就那么放着，起码
不用太多的开支。

新品种更适合市场

郑海言是栖霞官道镇邢家
阁村的村支书，现在他是全村
甚至全镇最被羡慕的人。他的
14亩果园中 10亩新品种的苹
果，在头茬果价格最好时都卖
了，每斤四元，还存在冷库里的
数量不多。

3月 28日下午，郑海言挺
忙，他和妻子正忙着收拾其他
村民送来的蜂蛹（用于果树授
粉），是苹果带来的附生产品。
这个生意他已做了好几年，一
开始是自家蜂蛹用不了尝试着
销售，后来有了渠道，村民都找
他代售。更大的改变则源于读
计算机专业的儿子，儿子帮他
做了一个小的电商平台。“现在
经常接到各地的电话，都是来
自网上的，我今年卖了2000万
只蜂蛹，不过受苹果价格影响，
蜂蛹的价格也不高。”

邢家阁村有170户村民，果
树900多亩。在“六山一水三分
田”的栖霞，这就相当于每户把
所有的地都种上了果树。如今
村里的库存率在50%左右，不
算高，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数据，
是该村的新品种更换达到了
80%。这些品种都是来自烟台
农科院的推荐，周围的一些村
受到影响，也纷纷进行了老树
的更新。分级储存，新品种为
主，这让该村的村民在这波市
场的冲击中并没有像苏家店镇

“受伤”那么严重。
这两年，郑海言一直忙着

筹建农业合作社，现在也算做
成了一个，不过规模很小，只有
十户。让他沮丧的是合作社有
名而无实，各家还是各干各的。
在郑海言心目中，合作社应该
统一劳动，统一收成，统一销
售，降低成本并形成数量和质
量上的积聚，可惜他的这些想
法在此之前都只能是想想。

建合作社抱团闯市场

对于栖霞的果农来说，如
果市场不好，他们也没有太好
的办法。种苹果不像种蔬菜，种
上树苗到坐果要三年，盛果期
都是10年左右的树龄，品种不
能说换就换，他们需要寻找别
的解决办法。

其实有不少人已经意识到
栖霞苹果与市场的距离，希望
抱团去接近市场，比如郑海言，
但合作社不被果农看好。在栖
霞市有很多家公司或是私人开
办的合作社，但大多职能跟二
道贩子相似，挂着合作社的牌
子，做分销苹果的生意。

像泉源公司这种形式的则
少见，这是一家国家级的合作
社，囊括约2200户果农。即便这
样，他们能做的也不多。郭经理
说，现在我们只能给果农提供
一个较低的化肥价格和冷库价
格，以及一个内销外销的渠道。
在栖霞，不少果农不愿意加入
合作社。在统一销售方面，合作
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烟台苹果协会的姜会长
说，2013年，当果农知道烟台苹
果需求大、利润多的时候大量
扩种，协会天天开会提醒，可是
拦都拦不住。年前，苹果收购价
格达到三四元时，他们就发现
好多果农囤积着不肯出手，做
了大量的动员工作，给他们讲
现在的经济形势，有些果农听
进去了，但很多果农不相信。

烟台农科院副院长姜中武
希望果农更多地与“大市场”接
轨。市场上对农副产品的需求
正向多元化发展，为适应市场，
果农需要改变传统的种植和销
售观念。他建议果农，根据市场
需求种植质量好、抗病能力强、
产量高的新型品种，积极发展
现代农业。对于广大果农来说，
从长远看，加入农村合作社，走
向规模化、合作化经营，提高技
术化、市场化、组织化程度，抱
团闯市场。

姜中武表示，对于果农，也
需要拓宽多种销售渠道，比如

充分运用“烟台苹果”这个大品
牌和“栖霞苹果”这个明星品
牌，利用网店、微商这些新型渠
道销售苹果。

用好电商这个新契机

对于栖霞的果农来说，用
好电商是一条明道。

最有名的莫过于在淘宝上
卖苹果的“王小二果园”，他叫
王乐，栖霞女婿，为了帮助岳母
和乡亲销售苹果，王乐利用自
己学计算机的特长，做起了电
商。一年前，记者曾去过他的冷
库和分拣基地，苹果被严格地
分级，每盒装的大小色泽极为
相近。当时他曾说，每年的果损
率达到百分之二三十。也许就
是这种对苹果的苛刻，才让客
户认可了他，也才有了王小二
果园在淘宝上亿的销售额。

56岁的郭淑祯是烟台人，
三年前成立了农产品电子商务
平台——— 星火吉民生，苹果是
他们的主营项目之一。

对于苹果不好卖，这位电
商女掌门有着自己的看法。以
星火电商为例，卖的“毛主席吃
过并夸过”的大冒顶苹果，在线
上一天就能零售五六百箱，更
别说线下成交的大客户了。她
认为，苹果品质高低，关键看土
质。烟台有着新疆、陕西不可替
代的土，不好卖的主要原因是
烟台苹果没有练好内功。比如
说，在储存环节，果农就应该分
等级。另外，现在烟台苹果在种
植环节没有统一管理，卖相不
一，更没有统一标准衡定价格。

郭淑祯说，栖霞苹果一定
要向高标准发展，努力做到统
一种植管理，生产出果形正、色
泽好、表光好的高品质果品。简
单说栖霞苹果低价难卖，这样
会影响高品质苹果在市场上的
占有率，引起果农的种植恐慌。

电商是目前栖霞政府为果
农解决困境打出的组合拳。日
前，栖霞市与“我的未来”网正
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0万公
斤优质栖霞苹果将通过该网站
供应到全国各地高端市场。

2009年12月，“栖霞苹果”成为地理标志产品。在苹果市场，无论色泽、口感还是营养都是当
之无愧的“NO. 1”。本身品质过硬，又受采购商青睐，销售从来不是栖霞果农烦心的话题。然而今
年，被忽视太久的市场给了果农狠狠一击，很少有果农不赔钱，差别在于少赔或多赔。那么，想
要走出困境，栖霞的果农又该怎么办？

本报记者 鞠平 李大鹏 孙淑玉 实习生 王勇 蔡云飞

义卖栖霞苹果·探源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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