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鸭梨少有人收购

有的村积压六百吨

16日上午，记者来到距离阳信
县城不远的金阳街道办事处北香坊
村。刚进村子，记者就看到村路两旁
种满了梨树。距离村口不远处，就是
村民齐成明家，他家里有全村最大
的冷库。

齐成明告诉记者，他家冷库里
现在存了近两百吨的鸭梨，一直卖
不动，也没有人来收购，“全村总共
积压了有六百吨吧，村子里的梨几
乎都卖不动，现在都很愁人啊，马上
就过年了，眼睁睁的看着这些梨天
天压在仓库里不动弹。”记者在齐成
明家的冷库里看到，积压的成箱鸭
梨堆在那里有近两人高，部分鸭梨
已经开始变坏，并影响到了整箱鸭
梨的质量。齐成明的儿子齐海军边
整理这些鸭梨边告诉记者，这些坏
掉的鸭梨必须及时整理出来，而且
只能扔掉，他们每天都要来冷库里
转一转，整理一下堆在一起的箱子，
看看有没有坏掉的梨。

随后，记者又来到另一个村民
张先生的家中，他的家里也积压了
三万多箱的鸭梨。张先生告诉记
者，他们家里三万箱鸭梨有一百二
十多吨，也一直在冷库里放着，“冷
库天天开着也耗电啊，每天看着冷
库愁得不行，这冷库开一个月就要
五六千元的电费啊。这鸭梨不往外
卖，还倒贴这些电钱，今年是赔定
了。”齐成明告诉记者，北香坊村没
有种植粮食的，耕地全部种上了梨
树，他家里也种了13亩的鸭梨，“村
子里就靠着这些梨赚钱，这是村民
们唯一的收入。”

往年“五一”就能卖完

今年“六一”都卖不完

看着冷库里的这些鸭梨，齐成
明和张先生的脸上都写满了愁。齐
成明告诉记者，他做鸭梨销售生意
已经做了近二十年，而今年是他的

鸭梨遭遇销售严冬的一年，往年他
和村民的鸭梨都是销往福建、浙江、
广东等南方省市，因为卖相口感质
量都很不错，所以南方的客户每年
都会大量预订他们的鸭梨。

“往年这个时候都卖出去近
70%了，今年才卖了不到三分之一。
往年每周都要往南方发一趟货，每
趟大概运一千多箱，今年人家一直
没来收购，这不都一个多月了，一趟
还没发过呢！”齐成明指着冷库里的
梨说，这些水晶鸭梨都是从各个种
植户家里收购来的，为了保证鸭梨
的质量，他们给这些鸭梨分了等级，
这些鸭梨全部都是一级质量，那些
二级、三级的梨就由市场上的散户
收购用于零售了，“但就是这样，今
年这些鸭梨还是卖不出去。”

据了解，今年鸭梨收购时价
格到了一元多，而往年最好的梨
收购价格在0 . 9元，这些成箱的鸭
梨对外批发时是42元-46元一箱，
每箱大概是35斤。“这个价格是不
赚不赔的价格，如果再低就赔钱
了，但现在就算是价格低也没有
人买。”为了减少积压的数量，今
年齐成明不得不把一部分水晶梨
以较低的价格批发给当地的商场
超市，“但这出货的数量太少了，
零卖的话一周也卖不出一百斤。”

现在北香坊村的村民最期待的
就是来年的梨花节，每年梨花节上
这些水晶梨的销量都很不错。齐成
明告诉记者，往年这些梨不到“五
一”就能卖完了，今年积压的这些量
估计到“六一”都不一定能卖完。而
在阳信县城，许多道路两旁都有许
多零售鸭梨的商户，记者随机采访
了几家零售商，他们也表示今年鸭
梨的销售并不像往年那么快，“按理
说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会买水果
礼盒送人，或是储备一些水果自己
吃，阳信这边鸭梨往年卖得都很好，
今年一天也卖不出几箱。”一名在路
边摆摊的商贩说。

南方水果及时上市

是鸭梨滞销一大原因

说 起 今 年 阳 信 鸭 梨 遭 遇 窘
境的原因，齐成明和其他村民一
个劲地挠头也想不出缘由。张先
生告诉记者，就好像今年南方那
边的人都不愿意吃梨了一样，突
然就卖不动了。据了解，每年南
方 的 客 商 在 鸭 梨 刚 刚 下 来 的 时
候都会来收购一批梨，卖完了自
己收购的那些梨，就会来收购齐
成明等村民的梨，“但是今年他
们手里的梨都没有卖完，更别提
来收购我们的了。”

记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
现 鸭 梨 滞 销 不 仅 仅 是 阳 信 县 的
特别情况，辽宁等种植鸭梨的地
方 也 出 现 了 滞 销 的 状 况 。据 了
解，今年雨水比较好，所以全国
水果收成都很不错，而且南方水
果及时上市，对北方的水果，尤
其是鸭梨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也
是导致鸭梨滞销的一个原因。

齐 成 明 看 着 冷 库 里 那 些 坏
掉 的 鸭 梨 说 ，天 气 转 暖 后 冷 藏
成 本 就 会 越 来 越 大 ，压 力 也 越
来 越 大 了 。随 后 记 者 联 系 了 浙
江 嘉 兴 一 名 收 购 鸭 梨 的 丘 先
生 ，往 年 这 个 时 间 他 几 乎 每 周
都 会 来 阳 信 这 边 收 购 一 批 鸭
梨 ，可 是 今 年 他 几 乎 没 来 阳 信
县 收 购 鸭 梨 ，他 说 近 期 鸭 梨 的
销 售 一 直 上 不 去 ，预 计 清 明 节
前 后 鸭 梨 的 销 量 会 打 开 ，不 仅
仅 在 阳 信 县 ，河 北 也 出 现 了 屯
梨卖不出去的情况。

阳信鸭梨销售遭遇“鸭梨山大”
有的村子已积压600吨，产量大及南方水果冲击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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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关注

滨州市阳信县的鸭梨和沾

化冬枣一样，是滨州的特色产

业，每年一度的阳信梨花会更

是带动了阳信县经济的发展。

在阳信县周边的村落，往往没

有其它农作物，田间地头全部

都是梨树。但是今年阳信鸭梨

的销售却遭遇了“鸭梨山大”，

村民望着冷库里大批积压的鸭

梨欲哭无泪。

黄灿灿的阳信鸭梨，今年却少有人问津。

齐海军站在自家恒温库内整理大批箱装鸭梨。

阳信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贩卖鸭梨的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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