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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收购让农户左右为难
合作社、种植基地的日子也不好过
本报记者 王红

行情不好

合作社连喊难卖

近些年来，蓬莱市各个
酿酒葡萄种植乡镇的销售模
式在不断进步。据介绍，五六
年前一批果品合作社兴盛起
来。自此，农户们除了等待收
购商上门收购，还可以通过
合作社联系外地商户，销售
渠道拓宽了。

潮水镇郭家村村民郭增
阳就是一家果品专业合作社
的创办者。他说，没有合作社
之前，通过网络发布销售信
息，外地收购商基本不相信，
也不会贸然过来收购，但有
了合作社以后，以合作社的
名义发布销售信息，外地收
购商基本都相信。而且由于
通过合作社出售的葡萄可以
免税，合作社也比较受外地
收购商青睐。

“去年我给自己合作社
的社员卖完葡萄后，还帮村
里其他种植户卖了不少。今
年就不行了，我自己家的葡
萄还得托种植基地的朋友才
能卖出去，太难卖了！”郭增
阳摇头说道。

大柳行镇的司严东也有
一家果品合作社，他告诉记
者，这十几天的销路确实很
不好。

有基地想缩减

葡萄种植面积

“今年的酿酒葡萄不管
谁都难卖。”合作社不好卖，
葡萄种植基地情况也不容乐
观。

7日，潮水镇郭家村葡萄
种植基地投资者赵庆林大倒
苦水：6日卖了一批烟74，张
裕酿酒厂要求糖度须达到12

度，基地里的葡萄有300箱不
达标被退回来。按照往年的
话，糖度标准定得低，就算不
达标，也不会直接退货，顶多
给落落价钱。

记者了解到，种植基地
同酿酒厂之间签订有收购合
同，酒厂每年会在年底综合
市场收购价给出定价。

赵庆林的种植基地在
潮水镇面积最大，有600亩。
赵庆林说，5年前响应当地
政府号召，投资1000多万元
建了600亩葡萄种植基地，前
3年是投入和培育期，3年后
开始收获葡萄。哪曾想接连
两年的冻害几乎绝产，损失
惨重。坚持到今年，本是个
丰收年，谁料市场价格跌到
谷底。

“今年将缩减种植面积，
否则一年这么多损失真是承
受不起。”

格现场探访格探因

酒厂推迟收购

种植户陷入两难境地
为什么今年的葡萄行情

这么不好？
葡萄代购商邹瀛认为，前

段时间网络上对葡萄酒的一
些虚假报道给葡萄酿酒厂敲
了警钟，导致各大酿酒厂今年
对酿酒葡萄的收购标准提得
高而严。而今年雨水比较多，
葡萄糖分低，可能是为了追求
糖度，酒厂就把收购时间推迟
了。“成熟后不摘，葡萄的水分
就会蒸发，糖度自然提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
购商说，推迟收购带来一个新
问题：葡萄成熟后容易遭受病
菌侵害，如果不及时喷洒农药
容易腐烂，但酒厂又严控农药
残留，种植户们不敢喷农药，

使得种植户们陷入尴尬境地。
采访中，不少种植户表达了这
种左右为难的情绪。

该收购商推测，种植户们
为了不让葡萄烂在地里，提前
把葡萄采摘下来。这一提前糖
度就容易不达标。糖度不达标
的情况一多，就拉低了今年的
收购价格。“不过，酒厂以质量
为先，是很正确的一种做法。”

潮水镇郭家村葡萄种植
基地投资者赵庆林曾就今年
的行情跟一些酒厂沟通过，他
说：“当时酒厂给出的答复是：
收购本土的葡萄榨汁，成本太
高，远不如直接进口国外的葡
萄汁。酒厂酿酒不再单纯依赖
烟台本土的葡萄种植。”

葡萄不敢喷药，受到病菌侵害，烂了许多。 王红 摄

不但散户
们的葡萄难卖，
合作社等销售
模式的情况也
不容乐观。今年
的行情为什么
这么低迷？调查
发现，这跟酒厂
推迟收购有一
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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