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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经济

成本增加 产量下降 防疫开销加大

鸡蛋涨价，养殖户们却喊累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宗吉

粮价上涨

养殖成本增加

在鸡蛋价格高涨的市场行
情下，养鸡户们却并没有像人们
想象的那样“快乐”起来。记者走
访了德城区东长村的养鸡户了
解到，鸡蛋价格上涨并没有给他

们带来利润上的增加。
养鸡十几年的王女士告诉记

者，由于今年粮食价格的上涨，导致
玉米、豆粕等饲料价格走高，“以前
养一只鸡需要花费10元到18元的

成本。粮价上涨后，养一只鸡需要30
多块钱，成本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价格上涨了，大家都以为我们养殖
户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我们也刚
刚保本而已。”王女士说。

“鸡蛋价格的波动比较大，
平均算下来并不赚钱，今年上半
年鸡蛋价格一直很低，很多养殖
户都赔了”，另一名退出养鸡市
场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鸡蛋价格从今年7月中旬开始持续走高，从3 . 4元/斤涨到3 . 8元/斤。进入8月份，鸡蛋价格最高时涨到了4 . 2元/斤。据了解，每年七八月份鸡蛋

价格都会有所上涨，但涨到每斤鸡蛋超过4元的情况却不多见。而在高涨的鸡蛋行情中，养殖户们却说，他们受益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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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炎热
鸡蛋产量下降

天气炎热导致鸡蛋产量下
降是造成鸡蛋价格上涨、养殖户
不赚钱的又一因素。“我们家一共
养了1500多只鸡，一般每天产蛋

150多斤。由于天气炎热，现在一
天能产120斤就很不错了”，王女
士认为，再过半个月，天气凉爽
了，鸡蛋价格很可能会下降，“昨

天鸡蛋价格还都在4块多一斤，今
天听说就降到3.9元一斤了”。

在黑马批发市场从事鸡蛋
批发生意的刘先生告诉记者：

“我每天也就批发700多斤，以前
每天至少能批发800斤以上，鸡
蛋价格高了，很多市民吃鸡蛋也
少了。”

疫病高发
防疫开销加大

“夏秋季节也是鸡得瘟
疫、疾病的高发期，我们每
天都得给鸡舍消毒，打防疫
针”，王女士告诉记者，她

们每 天都要 对鸡舍 进行消
毒，并进行十几道的防疫程
序，“这两个月花在疾病防
治上的钱也不少，人也累得

不轻，这样还不能保证不出
问题呢”。记者了解到，最
近一个星期，王女士养的鸡
就死掉了3只。

王女士最后告诉记者，
“其实养殖业很累的，如果有
机会我们也会考虑不再养鸡
了。”

第八届
古贝春文化节
23日开幕
笑星冯巩将到场助兴

本报8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王金强) 记者从第四届世界太阳
城大会组委会获悉，第八届古贝春
文化节将于8月23日拉开帷幕，一直
持续到8月27日。与以往不同的是，
本次古贝春文化节作为第四届世界
太阳城大会系列活动之一，将举办
消夏晚会、锣鼓表演、民间文艺展
演、品酒签字等活动，营造浓厚的迎
会氛围。

23日至27日，每晚8点至10点，
在德州市中心广场，古贝春文化节
消夏晚会将连续举行；24日上午8点
到11点30分、下午3点30分至6点30
分，将在德州市中心广场举行威风
锣鼓表演；25日上午8点到10点、下
午4点至6点，德州市中心广场还将
上演民间文艺展演比赛；古贝春品
酒签字活动将于26日和27日的上午
8点到11点半、下午3点半至7点举
行。

作为本次古贝春文化节的重头
戏——— 第八届古贝春文化节文艺晚
会，将在28日晚7点18分至10点上
演，届时，冯巩、马东、杜振杰等明星
将到场助兴。

现状】 德州市面上，鲜见黄河涯桃

在东地中路二百亩便民市
场里，卖了7年桃子的韩忠四依
然卖着黄河涯的桃子，他告诉
记者，现在市面上大多都是河
北桃，但德州当地的桃口感比

外地的好，来买的都是回头客，
每天约卖800斤。

在另一侧专卖河北桃的经
销商李忠新告诉记者，河北桃
便宜，又大又多，新价格在 1 . 5

元左右，销量占德州市场的七
成以上，河北桃每天卖约 1000
斤，本地桃不能满足当地的消
费量。

随后记者来到银座超市大

学路店，该店的采购经理齐文
刚告诉记者，超市不卖当地桃，
只卖河北的散桃，价格低，个头
又大，口感也不差，每天卖五六
百斤。

曾经】 因为桃价低，偷着刨掉桃树

“前几年，他们都偷着刨掉桃
树，拦都拦不住。现在，让他们刨，
他们都不刨了。”德城区桃农协会
会长刘福智告诉记者。

刨桃树的桃农，就包括前寨

村的杨成江。谈起2007年的刨树
行为时，他有些不好意思。他说，
当时价格低，在四五毛钱，还不如
种庄稼，种庄稼还有补贴呢。那时
候，桃子都卖不动，加上河北桃的

大量低价上市，他家树上的很多
桃子都被扔到了水沟里。

刘福智介绍说，改革开放之
初，村民并没有品牌概念，种植
技术凭经验，销售主要靠零售和

低价批发。但当时种桃比种粮食
赚钱，所以前寨村及周边村庄大
量种植桃树。2007年达到种植顶
峰，达到8000多亩，但之后由于
销路下滑，出现疯狂刨树现象。

如今】 注册了商标，高价销往外地

转机出现在2008年秋，在当地工
商部门的扶持下，农民专业合作社成
立，开始筹备品牌化运营，桃子的价
格由四五毛一斤到了现在的三块左
右，农民的种桃积极性上去了。

刘福智告诉记者，今年7月
份，黄河涯万亩桃园的桃子终于
有了自己的商标———“农艺园”。
从此以后，他们的桃子走上品牌
化发展道路，今年计划扩大种植

面积，增加1000多亩。
虽然内销不多，但年产25000

吨左右的桃子，眼下三分之一为
外销，三分之二为内销，而内销主
要以各地的游客采摘为主。

多年经营黄河涯桃子外销的经
销商王金星说，现在每天卖桃子30
吨左右，都批发到上海、广东、甘肃、
江苏等地，批发价在每斤3元左右，
而市场价卖到了4元左右。

眼下，正是“九宝”品种桃子上

市的当头，记者采访发现，德州市面

上大多是河北桃，而当地的黄河涯

桃却很少。那万亩桃园的桃子往哪

儿销售呢？是不是就没市场了呢？记

者对此深入采访，试图一窥黄河涯

万亩桃园的发展脉络。

未来】 更重视品牌，引进新的品种

8月14日，第四届黄河涯镇万
亩桃园采摘节开幕，前三届的采
摘节都引来了大量游客。而万亩

桃园桃子的品种单一和销售渠道
亟待拓宽的问题，又摆在了黄河
涯万亩桃园管理者的面前。

对于万亩桃园的未来，德城区桃
农协会的刘福智表示，眼下桃子的品
种是从外地引进的，主要是京艳和九

宝等品种。现在在品牌和销售渠道的
拓宽、新品种的引进培育方面，黄河
涯桃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本地桃贴上“标签”抢市场
黄河涯万亩桃园申请了商标，走上品牌化发展道路

本报记者 李岩侠 本报见习记者 杨金涛

桃 子
能 卖 个 好
价钱，桃农
非常开心。

本 报 见
习 记 者
苏超 摄

时装换季

8月18日，在德州市湖滨中大道，
一骑车的女士满载服装从路上经过。
又到了服装换季的时候，为了迎合消
费者，一些经营时装的店铺又开始忙
碌起来。 本报记者 王鸿光
见习记者 马志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