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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苹果大赛 小伙啃不过大叔
比赛现场，有的吃相文雅让评委着急，有的不顾形象惹得观众大笑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姜
宁 孙芳芳) “大口咬、大口
咬……”24日，在烟台国际博
览中心，果蔬会现场的吃苹果
比赛可谓是“争分夺秒”，不管
是大姑娘还是小伙子都顾不
上自己的形象，狂啃手中的苹
果，台下的观众们也扯开嗓子
帮他们加油。最终，56岁的刘
延东以52秒34的成绩“吞下”
一个足足半斤重的红富士苹
果，夺得第一名。

吃苹果大赛还没正式
开始，来自龙口的果农刘延
东就手拿着一个足足有半

斤的苹果，独自啃了起来，
“这苹果挺不错的，跟我们
那种的一样好吃。”

比赛开始后，第一组的四
名选手抱着手中的苹果就开
始啃，一位男选手的吃相引得
旁边女选手和观众一阵阵发
笑，很显然，他的吃相影响到
了别的选手发挥。最终，4号男
选手以1分02秒的成绩夺得本
小组第一名。

“别人都吃了一大半了，
你倒是大口咬啊！”来自工商
学院的王军也参加了第一组
比赛，看着他细嚼慢咽，一旁

计时的评委也替他着了急，不
住地给他加油。

和王军一同参赛的还有
他的同学王雪东，他用1分40

秒吃完一个苹果，看到王军还
有小半个，但哥们已经撑得不
行，王雪东干脆从他手中接过
来几口吃下。

“顾不得什么雅观不雅
观，一门心思光对付苹果了，
连啥滋味都没品出来。”当得
知吃的是营养价值很高的富
硒苹果时，王雪东说自己连
味儿都没来得及品。

66岁的曲忠孝来自龙口，

这次特意赶来参观果蔬博览
会，作为最年长的选手，他以1

分31秒19的成绩夺得第三组
第一名。

比赛中，刘延东在52秒34

的时间内“吞下”一个足足有
半斤重的红富士苹果，获得本
次比赛第一名，他也是唯一一
个一分钟以内吃完苹果的选
手。

拿着作为奖品的水杯，
刘延东还向周围的选手传
授了他的诀窍“分小口吃，
讲求速度，不要单纯讲求大
口。”

烟台四成果农加入合作社
合作社让果农尝到甜头，逐渐从分散经营走向集约化经营

本报9月24日讯 (记者
孙芳芳 姜宁 ) “终于拿到
果王的奖牌了，算是不虚此
行。”2 4日的果王评比现场，
来自牟平莒格庄三旺合作
社的李曰苏笑得合不拢嘴，
他们合作社带来的富硒苹
果成功夺得“果王”称号，成
为 9 个 获 此 殊 荣 的 果 品 之
一。据悉，合作社规模已经
覆盖烟台43%的果农、50%的
果园，合作社组织在果蔬会
上抢尽了风头。

“ 现 在 合 作 社 已 经 有
1 0 0 0多户果农，2 0 0 0多亩果
园，每年收购的一级果就有
2万多吨。”李曰秀说，他们
培育出来的富硒苹果全部
供应南方的超市，零售价在
每斤10元左右。

在果蔬会现场，海阳凤
凰顶果树农民专业合作社、
黄塘果树种植合作社、牟平
区广联合作社、绿健果品合
作社等都在现场设了展位，
将自己的果品进行展示。

“以前果农们都是各种
各的苹果，哪听过合作社。”
海阳西古现合作社社长于

志军说，他们合作社成立于
2 0 0 9年，最初的时候不被果
农们认可，而现在村里近600

户果农全部加入了合作社。
合作社模式逐渐被果

农接受，最主要的原因是果
农们感受到了这种模式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如果是农民单枪匹马
各卖各的，人家超市肯定不
会跟你谈。”牟平三旺合作
社的李曰苏说，现在他们合
作社主要走超市渠道，收购

社员一级果的价格在每斤
3 . 2元左右，而之前果农拿到
市场上也只能卖到每斤 2 . 6

元左右。
合作社不仅为果农打

开了销路，还为果农们提供
了技术上的帮助。“农药、化
肥都由我们统一提供，天气
干旱时统一采用微灌的方
式进行灌溉。”海阳西古现
合作社社长于志军说，统一
管理不但为果农提供了指
导，还保证了果品质量。

“合作社模式为果农提
供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
节的服务，解决了一家一户
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合
算的问题。”烟台市苹果协
会会长赵培策说，目前合作
社规模已经覆盖烟台43%的
果农、50%的果园。合作社模
式带动了越来越多的果农
从“小生产”走向“大市场”，
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走
向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
经营。

一个梨4 . 3斤，一个桃2斤

9个果品
果蔬会上“封王”

本报9月2 4日讯 (记者 孙芳芳 )

“哇，这么大个头的梨，一家人吃也够了。”
24日上午的果王争霸赛现场，各家参展企
业带来的果品让参展市民大饱眼福。经过
筛选，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个参赛品种
中，有9个果品争得“果王”称号。

“参选标准是果型端庄、个头大、口感
好。”组委会节会开发部部长高文永介绍
称，此次参赛的品种广泛，常见的苹果、桃
子、梨、大枣等都可以参赛。参赛的企业有
20多家，主要来自山东、安徽、云南、陕西等
地。

“这种梨叫秋月梨，是从国外引进嫁
接的，个头大，口感特别好。”莱阳的祝长
春带来的梨因为个头特别大吸引了众多
参展市民的目光。“得奖的这个有4 . 3斤，
亩产量大概七八吨左右。”

记者注意到，得奖的果王中除了4 . 3

斤的梨，还有2斤重的桃子。这些果王不仅
个头大，销路也不错。祝长春说，参展的秋
月梨主要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
地，零售价每斤8元，收购价也保持在3 . 8

元左右，几乎是普通梨的一倍左右。同样
得奖的云南蒙自石榴单个重达1 . 7斤，市
场价每斤20元左右。

“得奖的品种几乎可以代表目前水果
种植的最高水平了。”评比结束后，9家得奖
企业都领到了组委会颁发的“果王”奖牌，
评委们也对得奖的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获得“果王”称号，把果农们乐得喜笑颜开。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速度这么快吃下一个苹果让很多选手有点不适
应。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莱阳市照旺庄镇“春林秋月梨”获得
“果王”称号。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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