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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珍珠油杏成“金果子”，采摘季接单忙
从东北到海南都有订单，南山石匣村村民日子越来越甜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夏侯凤超

从清晨4点就忙着摘杏打包

王青玉的一天是从凌晨4点开始的。
伴着夜色出门，到了地里，天就差不

多亮了，王青玉和村里的其他户一样，家
里种植着南部山区石匣村特有的珍珠油
杏，珍珠油杏果肉金黄，香气扑鼻，甜蜜芬
芳，成为了许多许多吃货的心头好。就在
这两天，王青玉家几十亩的珍珠油杏熟
了，黄澄澄的杏压枝头，王青玉赶早出门，
就是为了摘杏。

从5月底以来，王青玉的电话和微信就
没断过。“一到成熟季，就有好多客户来
问，很多大客户都是回头客了，去年尝着
好吃，今年又来买的。”王青玉说，早晨从
杏园回来，她就忙着打包，一直到中午了
都没忙活完。王青玉的家门口堆放得满满
的，一篮子一篮子的珍珠油杏香气四溢，
除了杏本身的甜味儿，还有一股特别的清
香。“家里还有一个上山摘的，我就在家里
装包装，要不然忙不过来。”

海南客商一下订了300箱

石匣村的珍珠油杏好吃，甚至吸引了
海南的客人。前几天，一个海南的客户打
来电话，一下子就要了300来箱，王青玉正
忙活着给他打包，“一下子这么多怕坏了，
我就三五十箱地给他寄。”这位客人，王青
玉也熟得很，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他也订

了百十箱，“他之前就在济南，吃了我们的
杏之后觉得好吃，这不去年去了海南之
后，今年早早地就问杏熟了没有，今年又
订了300箱！”和这位海南的客户一样，在王
青玉的名单上，还有一个订了十来年的客
人。“他每年在珍珠油杏成熟期半个月之
前都会打电话，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过来买
点，前几天刚来拿走的。”

珍珠油杏不仅让许多客人牵肠挂肚，
也成了更多离开村子的村民心中的情怀。
张延玉从小生在这长在这，从娘家嫁出去
之后，家里的珍珠油杏就成了每到成熟季
她最念念不忘的味道。如今又到了珍珠油

杏成熟的时候，这次，反而是张延玉的孩子
吵着要回来吃杏了，“非常非常想念这一
口，这个味道是在外面尝不到的，这不今天
就回来了。”张延玉说，“从村子嫁出去以
后，我也把珍珠油杏推荐给了好多朋友，他
们尝过之后都成了我们家的回头客。”

进了5月下旬，张泽亮就没闲过。“就这
一阵，太忙了。”干了3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张
泽亮，每年这个时候就成了村里珍珠油杏
的“快递员”。上午刚奔波了三个地方挨个
送杏，中午饭还没来得及吃，就赶到了柳
埠的一家养老院内。“里面有硒，能抗癌，
很有营养，老人吃也好。”一说起村里的

杏，张泽亮就有说不完的话题，“都说桃养
人杏伤人，但是我们村的杏吃多了没事
儿，不闹肚子，对身体也没啥危害！”送下
这一趟，张泽亮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
站，杏怎么快递送到海南得再联系联系，
10日的珍珠油杏采摘节也在紧锣密鼓地
准备着，短短十五分钟的时间里，他的手
机响了不止5遍。

一年下来好的能挣5万块钱

68岁的张延省家里种着上千棵杏树，
每到这个时候，他和许多村民一样，成为
了顾不上回家的人。“早晨4点多出门，也
就回来卸杏的时候才能回趟家，其他的时
间全在林子里。”旁边的村民附和着，“现
在村子里基本都找不着人，都在林子里
呢。”偌大的村子，林子的出入口处，是最
能看到人的地方，不时就有拉着满车杏的
村民开着三轮车出来，脸上带着丰收的笑
容，碰见村里人再打个招呼拉拉呱。

“现在大量收的客户有四五个，基本
都是东北、北京那边的，可忙活了，忙得顾
不上吃饭。”张延省家里的杏树种类很多，
除了珍珠油杏之外，太阳杏、玉杏也都有，
今年，张延省又嫁接了上百棵珍珠油杏
树，“珍珠油杏的价格能上去，而且储存起
来时间也更长。”

十几年的珍珠油杏种植经历，让张延
省从家里一穷二白的情况到现在家用电
器都一应俱全，“收入多了不少！”张延省
的高兴写在了脸上，“以前就是一台黑白
电视机，现在冰箱、洗衣机、彩电啥的都有
了。”现在虽然刚到了珍珠油杏的成熟季，
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村里已经有人卖
了2万多块了。

“村里很多村民都因为珍珠油杏，日
子过得越来越好了。”看着村民的腰包越
来越鼓，张泽亮也很高兴。“一年下来，好
的能挣5万块钱，最少的也能过万了。”

本报6月8日讯（记者 戚云雷） 为提
升应急抢险实战能力，近日，天桥东街街道
城管科开展了防汛演练，街道纪工委及时
跟进督导，共同确保安全度汛。

演练中，城管科工作人员对辖区三台抽
水泵进行排水测试，熟练掌握水泵使用方法。
街道纪工委与城管科及时梳理防汛风险点，
检查防汛物资仓库，及时补充、更新。

下一步，天桥东街街道将健全应急处
置措施，建立问题台账，对防汛重点区域进
行隐患排查，加强对防汛物资的日常检查、
维护和采购，做好风险研判，完善供电供
水、转移安置等措施，切实保障辖区汛期期
间的正常生产生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皇

6月7日，济南市城乡水务局网站显
示，趵突泉水位跌至27 . 59米，这是今年趵
突泉水位首次跌破红线。记者梳理数据发
现，这也是近四年趵突泉最早跌至红线以
下的一年。虽然今年至今济南全市平均降
水量比常年同期多，但至今还未有一场大
雨，再加上接连高温，泉水正在迎考。目
前，济南仍在进行生态补源。

每年的主汛期来临前，是济南泉水最
难熬、最渴的时候。今年春季至今有过多
场降雨，而且冬天还有过降雪，但是泉水

补给区南部山区还没有迎来真正的大降
雨，这使得泉水的水位很难保持。

虽然今年以来累计降水量全市平均
168 . 2毫米，比常年同期124 . 4毫米多43 . 8
毫米，多35 . 2%；比去年同期72 . 7毫米多
95 . 5毫米，多131 . 4%。但相比同期降雨偏
少的去年，今年趵突泉水位反而先到了红
线以下。回溯往年泉水水位数据，从2009
年至今的12年，有6年趵突泉水位跌破或
跌至27 . 60米的红线水位。分别是2019年
趵突泉水位在6月15日跌破红线，2018年
则在6月23日跌至红线，2017年没有跌至
红线，2016年在3月24日就跌破红线，2015

年在3月21日跌至红线，2011年至2014年
没有跌至红线，2010年6月17日跌破红线，
2009年没有跌至红线。

今年则是近4年来，最早跌至红线以
下的。而仅从6月8日的趵突泉水位看，
今年的27 . 5 9米也是近19年来第5低，
目前距离今年6月3 0日进入主汛期还
有2 0多天，这2 0多天将是泉水最难熬
的日子。济南的降雨多集中在7月上旬
至8月下旬，不过，部分年份4月至6月
之间也出现过强降雨，而夏季的强降
雨有可能雨量很大，这样一来有望彻底
扭转水位偏低的情形。

趵突泉水位近四年最早跌破红线
跌至27 . 59米，夏季强降雨有望扭转目前情形

已经是下午1点了，济南南部山区柳埠街道石匣村的村民王青玉还没顾得上
吃饭。村里种的珍珠油杏到了丰收的季节，省内省外的订单让她忙得不可开交。

“虽然累点苦点，但是订单多了，挣得多了，我们也高兴！”王青玉边擦着汗，边把
杏放到礼盒里。乡村振兴看齐鲁②

天桥东街街道

开展防汛演练工作

珍珠油杏给村民带来了大量的订单和可观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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