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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北方(烟台)果树苗木生产资料交易会今日开幕

果农可请专家给自家的果苗估价
本报见习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刘维正

60余家企业参展

参会果农将达5万

以“相聚果品之都，共商

苗木大计”为主题的第七届

北方(烟台)果树苗木生产资

料交易会，19日将在市农科

院隆重开幕。本次交易会不
仅吸引了省内外与瑞士、德

国等苗木和生产资料公司参
加，还有全国果树育苗、科研

单位将帮助果农严把参展苗

木质量关。交易会共3天，将

一直持续到11月21日。

据了解，此次交易会共
设置了160个标准展位和10

个附加展位，共有160多家企

业参展，参会果农预计达5万

人。这次交易会将吸引山东

各地、北京、河北、辽宁、山

西、江苏等周边10余省市的

果农参会，展出苹果、大樱

桃、梨、葡萄、枣、石榴、板栗

等百余个品种的优质苗木和

与之相关的农药、化肥、机

械、工具等生产资料。

“我们邀请了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果树方面

的岗位专家、综合试验站站

长以及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

专项的主持专家举办为期2

天 10场的免费技术专题讲

座。”市农科院工作人员介

绍，果农可以就生产实践中

遇到的难题进行咨询，“果农

来参加一次会，回家可以明

明白白干一年！”记者了解

到，交易会期间，果农可以就
遇到的疑难问题请教在场的

专家，还可以请会场的专家，

为自己中意的苗木进行估

价。此外，果农可以有选择的

参加今天和明天在农博园餐
饮中心举行的实用技术讲

座。

烟台市农科院工作人员

介绍，前 6届交易会累计有
900多家国内外生产企业、近
30万果农参会参展。每年展

出苹果、甜樱桃、梨、桃、葡

萄、核桃、柿子、枣、石榴、蓝

莓等果树品种180余种。

提前一月预定展位

果农可请专家估价

“慢一点，别划坏了树

苗。”柳耀友一面布置自己的

展台，一面对搬运苹果苗的

同伴说。18日下午3时，记者

在苗木生产资料交易会会场

看到，参展商正在展位前忙

活，为苗木交易会开幕做准

备。

记者看到，交易会现场

内，苹果、甜樱桃、梨、桃、葡

萄、核桃、柿子、枣、石榴、蓝

莓等果树品种琳琅满目，最

多的还是苹果苗木。“我十月

中旬就预订了展位，不然就
没机会进来了。今年苹果价

格好，苹果苗销量肯定比去

年更好，我今年多带了3个品

种。”莱州市龙庭良种苗木基

地的负责人王升君对记者

说，根据他参加苗木生产资

料交易会的经验，要至少提

前半个月预订展位，不然名

额就满了。

“从第二届苗木交易会

我就开始参加了，今年是第

六次来。”福山兴盛种苗研究
所所长柳耀友喜滋滋的说，

“这苗木交易会啊，来的人越

来越多了，生意越来越好

了。”去年，柳耀友在参展会

上展出的猕猴桃苗木，非常

受欢迎，这一次，特地多准备

了一些带来。“好苗子才能结

出好果。”

据了解，交易会期间，果

农可以就遇到的疑难问题请
教在场的专家，还可以请会

场的专家，为自己中意的苗

木进行估价。农科院工作人

员提醒广大果农，技术讲座

和专家讲座分别在19日和20

日两天进行，参展企业的苗

木和生产资料准备的也比较

充足，果农朋友们，尽量选择

错峰参会。

保险巨头加速山东布局

中德安联抢滩进驻烟台

本报11月18日讯(记者 马绍
栋) 17日上午，中德安联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烟台市营销服务部举
行开业庆典，这是继去年中德安联
正式进驻山东之后深入拓展当地
市场的重要一步。

据了解，目前烟台市场的保险企
业已经有50多家，产品竞争异常激
烈，中德安联的加入无疑会加剧港城
保险市场的争夺。“中国的寿险市场
在不断增长，而不断完善公司在全国
主要市场的服务网络布局，是中德安
联核心发展战略之一。”中德安联首
席执行官柏思安先生表示，作为国际
保险巨头，中德安联将充分发挥国际
经验优势以及银保合作方面的特长
根据烟台用户需求开发不同的产品。

“此次上海大火发生后，我们
第一时间通过地址搜索，发现了其
中有一位女性受害者是我们的客
户，我们进行了电话慰问并按照流
程做了相关工作。”中德安联首席
渠道官张海婴先生介绍说，上海大
火引发了人们对高层楼房保险的
关注。中德安联在该领域已经有了
成熟的保险产品。此次进入烟台市
场，中德安联将充分发挥中德安联
产品创新以及细分市场的优势，为
更多的家庭提供量身定制的保险
产品，以及优质的保险服务。

记者了解到，中德安联于2009

年5月在济南成立山东分公司，今
年1-9月，中德安联在济南的年化
新保费收入在公司同级市场中位
列第六，包括银保、营销员和电销
在内的三大主力营销渠道均在当
地得到快速成长。在烟台开业的同

时，中德安联在山东另一保险重要
城市——— 潍坊也获得监管机构的
批复，将于同期正式开业。

本报11月18日讯(见习记者

孙芳芳) 白菜涨价了，蘑菇涨价

了，面粉涨价了……物价飞涨让市

场上经营小本生意的商贩们也感受

到了压力，记者采访发现，为了吸引
客流，大多数商贩都不敢轻易涨价。

住在芝罘区上曲家附近的艾

大姐跟丈夫一直靠卖饼来维持一
家人的生计，早上卖鸡蛋灌饼，中

午一直到晚上就卖土豆丝饼。“鸡

蛋的价格在涨，油在涨，面粉也在

涨，可鸡蛋灌饼的价格就是不敢

涨。”艾大姐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他

们也试过涨价，加蛋的灌饼从3块

涨到了3块5，涨了5毛钱，可是销量

立马就下来了，“平时每天能卖100

多张灌饼，涨价那天卖了不到60

张，没办法只能把价格又降回来。”

艾大姐告诉记者，短时间内他

们不打算再调整价格，他们考虑了

一下还是走薄利多销的路线比较保

险。为此，艾大姐和丈夫每天将工作

时间延长，早上提前半个小时出门，

晚上一直到8点多才收工回家。

在黄务市场上做了3年炸鸡生

意的赵大哥也有同感。“现在鸡块

的进价已经从每袋55元涨到了70

元，可是炸鸡块的价格一直没敢

涨，怕影响销量啊。”赵大哥告诉记

者，原料的进价一直在涨，可是售
价一直不敢涨，这样一来，虽然每

天的营业额是保住了，但是利润空

间却是越来越小。

市场上租赁店面的商户们也
不敢轻言涨价。在魁玉路上，记者

找到了一家永鑫羊肉餐馆。店主孙

大姐向记者展示了她的进货单以
及菜单，“你看这都是刚刚从市场

上批发的蔬菜和羊肉的账单明细，

你再看看这菜单，我们已经半年多

没涨过价了。”孙大姐告诉记者，由

于店里的位置比较偏，平日里生意

就不是很好，主要是靠老主顾过来

捧场，“真怕一涨价把客人都给吓

跑了，弄不好连老主顾都不敢再光
顾了。”

为了应对涨价，孙大姐则从减

少人力支出方面做起了文章。“店

里本来雇了两个女服务员，每个月

1200元的工资，现在也都雇不起

了。”孙大姐告诉记者，她把亲戚请
到了店里，平时帮着择择菜，洗洗

碗，这样也就节省了一些经营成

本，“没办法，原料的价格一直在

涨，经营成本也增加了，只能在开

支方面能省则省了。”

鸡蛋灌饼刚涨5毛 顾客数量就减半

市场小商贩不敢轻易言“涨”

17日，在烟台市滨

海景区，几位年轻人自

带乐器尽情歌唱时下

流行歌曲，引得众多游
客驻足欣赏。据悉，这

几位年轻人非常喜欢

唱歌，来到海边练唱功

是因为这里人多，可以

练习胆量及适应能力。

本报记者 赵金阳

王鸿光 摄

海边

吟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