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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蓝莓

熟了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涛

果农们把采摘好的蓝莓送往货车上。

蓝莓园内，果农正在忙碌地采摘蓝莓。

果农将采摘的蓝莓精心的放在塑料盒里。

日照市区一家超市内摆放的蓝莓在架销售。

运送车内满载刚刚收获的蓝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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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是蓝莓收获的季节，6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前不久被授予“蓝莓
之乡”的日照市东港区陈疃镇。

在蓝莓园里，头戴丝巾遮阳帽的农妇们，左手端着专用的小盒子，戴着
橡胶指套的右手轻轻采摘着浆果，然后她们将采摘出来的小盒规整，放在
塑料筐里。就这样，一筐筐的蓝莓被装上等待在蓝莓园外的货车上，再送去
包装。

“不戴指套，容易破坏蓝莓表层果粉，留下的指纹不仅难看，还影响口
感。”工作人员介绍手套的用处。

小蓝莓给村里带来大变化

小小的蓝莓带给北疃村的村民不小的改变，董大姐就是其中一位。她
告诉记者，自从五年前村里招商引资开办了蓝莓种植基地，她就从一名普
通的农村妇女变成“上班一族”，负责蓝莓基地苗株的日常管理。而最近到
了蓝莓的上市季节，她又兼职干起了蓝莓的采摘，这样的工作，让她每年有
一万多元的收入，而且劳动强度较之前种自家的耕地减轻不少。

另外，董大姐告诉记者，以前靠种地一年的收入也就三四千元，现在把
土地租给企业办蓝莓种植基地，一亩土地一年的租金也有一千多元。

像董大姐这样的管理员，北疃村共有十几名，而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
力，则主要从事蓝莓采摘。据了解，北疃村8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能参与
到与蓝莓相关的产业当中。

九成以上卖到京沪等城市

陈疃镇的蓝莓销售，目前已经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全镇一万多亩蓝
莓种植基地中生产的蓝莓，90%以上都销售到了上海、北京、杭州、青岛等城
市。

“与其他普通水果相比，蓝莓的价格要高出很多，并且销路比较好。”陈
疃镇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蓝莓一部分被用作鲜果销售，另外就是被
恒温储存或被加工成蓝莓制品销售。

市区超市每斤卖到一百多元

6月21日，记者走访了多家大型超市，发现不少超市的水果销售区域内，
都有蓝莓销售。记者观察到，这些蓝莓都是被包装在一个方形的透明盒子
里，一盒的大约有125克，每盒售价都在28元左右。

“销售情况还行，多的时候一天能卖20多盒。”日照新市区一家超市的售
货员告诉记者。

即将开展蓝莓采摘游

据了解，在陈疃镇38自然个村中,像北疃村一样种蓝莓的村子如今已经
有20个,全镇10093户家庭中,有5820户的流转土地发展起了蓝莓产业。因为蓝
莓生产无任何污染,种植蓝莓能有效保护水源地环境。去年，陈疃镇顺利通
过了国家级生态镇的考核验收。

“今年下半年，我们计划建设一个年加工量达300吨的蓝莓加工基地，生
产蓝莓食品和蓝莓饮料等产品，预计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300余人。今年
下半年或明年将开展蓝莓采摘旅游项目，还能再吸收一部分无业群体力就
业，到那时，不仅我们本村的剩余劳动能多数参与到蓝莓经营当中，大批附
近村落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也能解决。”北疃村支书于培国兴奋地向记者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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