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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解惑大樱桃

如何发展本地樱桃优势？除了质量和品牌，还有啥路子可以走———

产供销结合，晚上市也能唱好戏
统筹 苗华茂 本报见习记者 姜宁 本报记者 赵伟

发展本地优势产业，守土
拓疆，其实并不一定要在上市
时间上与外地樱桃一争短长，
更多靠的是质量和品牌效益。
但交通运输、物流配送、销售
方式上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张格庄大樱桃的发展。

张格庄，这个用小小的樱桃
撬动全镇的经济发展，进而让全
国人民乃至大洋彼岸的国家都
熟知的普通村镇，在名满天下
后，又将引领着张格庄大樱桃何
去何从？

道路不顺樱桃销售受阻

看天吃饭让果农很受伤
记者在去张格庄镇马蹄

夼村采访，要经过这样一条
路：道路狭窄，而且一下雨就
会泥泞不堪。

这样的道路，在张格庄镇
还有不少，作为大樱桃外运的
通道，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大车进不去，小车运得慢，
樱桃的保质期只有两天左右，
这样的道路对不易保存的樱
桃增加了“负担"。

一位村民说，村里早就想
在水库和福山区之间搭建一
座桥梁，这样能节省10多公里
的路程，但是种种原因，这座

大桥一直未能修建，现在村民
运送樱桃只能靠农用三轮车，
非常慢。

在采访中，门楼镇种植户
韩世匡告诉记者，大樱桃在成
长过程中对温度湿度的要求
非常严格，今年露天樱桃在坐
果过程中持续高温，虽然坐果
虽非常好，但由于长时间暴
晒，很多樱桃在坐果后枯萎。

韩世匡忧心地说，今年的
大樱桃收成明显不如去年，预
计减产三成左右，一些同村的
种植户可能减产达到一半以
上。

“今年大樱桃大概在6月
初大量上市，上市价格大约20

元一斤。从以往来看，烟台的
大樱桃都是供小于求的，今年
歉收，烟台市面上的樱桃会变
得稀缺，大樱桃种植很多时候
就是靠天吃饭。”

记者从烟台市农业部门
了解到，在有关大樱桃持续发
展的措施中，仅限于研究新品
种这一方面，并没有一个严格
的销售体系与发展措施，这也
是让张格庄大樱桃名满天下
后难让天下人共享的原因之
一。

没有充裕销售渠道

只能接受低价的经营模式

2006年，由于看到了张格庄
大樱桃的巨大经济价值，山东大
学威海分校的许先生毅然辞职，
做起了张格庄大樱桃销售。

近日，许先生本想从市场
上订购一批大樱桃包装，可是
却没有充足的货源。“一个小小
的箱子，价值不过几毛钱，为什

么就买不到？”
许先生调查发现，烟台市

面上的樱桃箱很多都是垄断经
营的，在物流配送方面也常常
是一家独大，而且价格昂贵货
源不畅。“今年可能会销售几千
斤樱桃，货源买家都已经找好
了，但是箱子却联系不上，实在
不行，只能用塑料袋充当包装
盒了。”许先生无奈地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张格
庄“樱桃之乡”这一牌子打出去
之后，慕名购买的人多了，但很
多农户还只是在家里坐等收购
商上门，收购商给的价格很低。
例如现在市面上真正的烟台大
樱桃，价格在100元到120元不
等，但是种植户卖给商贩的价
格在6 0元左右，差价非常大。

“没有充足的销售渠道，只能接
受低价的经营模式，总比在家
里烂了好吧。”不少种植户无奈
地说。

“将张格庄的大樱桃统一
起来集中销售，以前也是考虑

过的，却很难实现。”从事水果
批发生意的靳坤鑫称，预计今
年张格庄大樱桃产量在1000万
斤到2000万斤，每斤樱桃的上
市价格按15元计算，单这一项
就要1 . 5亿到3亿元，再加上油
钱和各种人工的支出，总的经
营成本要在5亿元左右，单就个
人来看没有这么大的财力去支
撑整个张格庄大樱桃的销售。

靳坤鑫介绍，做大樱桃销
售，最好是以中小型规模为宜，
就本地大樱桃来讲，只有美早
这一品种能够保存五天左右，
拉宾斯、红灯这些品种，只能保
存两三天。市场信息一旦不对
称，囤积大樱桃卖不出去就会
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就我了解的客户来讲，还
是以品牌效应为主，张格庄的
大樱桃确实不愁卖，但是价格
却未必称心，一方面是东北樱
桃的价格冲击，另一方面也与
种植户只待在家里坐等客户上
门有关。”靳坤鑫说。

网上叫卖的烟台樱桃

大多是“冒牌货”
传统销售渠道受限，一些

销售商也开始注重新型的网络
营销模式。

记者发现，现在网上从事
张格庄大樱桃销售的卖家有很
多，有很多淘宝卖家标明外地
地址却打着福山大樱桃的旗号
进行销售，并且都号称拥有自
己的种植园，是大樱桃直销商。
而当提出要到卖家的种植园中

现场购买大樱桃时，七八家商
贩都以各种理由一一拒绝。

淘宝网上烟台本地大樱桃
销售商张道远称，现在网上确实
有一些真正的张格庄大樱桃，但
是这部分商家也很少有自己的
种植园，一般是从种植户手中收
购来的，很多商家因为网上销售
时间较长，所以把新鲜的樱桃收
购来以后再喷上保鲜剂、福尔马

林保鲜。更多的店家卖的根本不
是正宗的张格庄大樱桃，很多
都是外地樱桃直接冒充张格庄
樱桃进行出售。

更有甚者，在网上打着烟
台大樱桃的旗号卖的樱桃只有
10块钱一斤，这种价格和真正
的烟台大樱桃价格相差甚远不
说，市场上这种商品多了，本地
大樱桃自然而然也就不好卖了。

对本地大樱桃进行创新

中秋节也能有望吃到大樱桃
在采访中，记者从相关种植和销

售人员了解到，为了让张格庄大樱桃
走得更远，销售更有竞争性，相关部
门也在对本地大樱桃进行创新。

据了解，为了小范围创新樱
桃种植方式，在芝罘区设立了一
个樱桃种植基地，投入2 0万元安
装了空调，随时调节温度，力求研
究出一种能够和东北大樱桃同时
上市的本地樱桃种类。

在樱桃保存方式上，一般意
义上本地大樱桃六月份上市，七
月底下市。但近些年，相关单位正
在研究一种新型的保存方式，可
能会将大樱桃保存到农历八月十
五，让市民能够在中秋节也能吃
到烟台大樱桃，但这一系列的创
新工作也仅仅停留在试验阶段。

近年来大樱桃的销售方面也
有了一定的创新。种植户靳世行
说，现在订购樱桃主要是以送礼为
主，但近年来，张格庄大樱桃开始
在消费人群上进行了区分，提高了
大樱桃的档次。

例如曾培育出一种樱桃，一斤

只有16颗，用精美的盒子包装，最
后拍卖了1200元钱。

同时，靳世行也指出，虽然张
格庄大樱桃已开始创新工作，但步
伐缓慢，就拿一斤只有16颗的樱桃
来讲，从樱桃树的落叶、加温、开
花、坐果都力求精细，各方面的花
费非常巨大，成本高达1000块钱，
虽然卖了1000多块钱，但也只赔本
赚吆喝了。

另外，为了更好地宣传张格庄
大樱桃，当地政府连续举办了7届
大樱桃采摘节。据当地政府人员介
绍，今年张格庄大樱桃会在6月初
成熟后，由大樱桃博物馆牵头举办
大樱桃采摘节，力求把大樱桃的品
牌进一步做大做强，今年樱桃的产
量较往年来看有了明显的下滑，大
樱桃的采摘价也会有一定的攀升。

“就往年来看，大樱桃采摘的
门票价格在50到80元左右，今年可
能会在往年的基础上增加20块钱，
最好是6月10日左右来采摘，那时
的樱桃会熟的多一点，价格也会便
宜一些。”

格他山之石

借鉴章丘模式 细分市场推介产品
除了提前上市和创新，烟台本地大樱桃还能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带

着这一问题，记者电话采访了章丘市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潘广利。
潘广利说，近些年，章丘大葱也遇到了和烟台大樱桃同样的问题，冒

牌货有很多，他们对此也很头疼，曾想过让本地大葱提前上市等方法，并
且做过相关实验，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从去年开始，章丘市农业局开始对全国市场进行细分，并针对西北、
华南、华东、华北市场的不同要求种植不同品种的大葱，与各城市签订贸
易合同。此外，频繁参加各类农贸产品推介会，大力宣传自己的产品，并且
在宣传过程中着重向各地经销商普及正宗章丘大葱的特征以及口感；最
后改良新品种，在产棚内培育高度优于普通品种的状元葱，针对不同的消
费人群推广不同的消费产品。

李显竹家硕果累累的大樱
桃 见习记者 姜宁摄

种植户将樱桃装在包装
盒里。 见习记者 姜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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