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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日 星期五
今日烟台

栖霞苹果即将全面升级
省人大代表、栖霞市市长陈兆宽建议出台政策扶持苹果产业

省人大代表陈云昌：

建议立法保护

蓬莱葡萄酒产区

□记者 王晏坤 柳斌 报道

本报1月31日讯 在本届省
人大会议上，省人大代表、中粮
南王山谷君顶酒庄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云昌建议，制定《山东省
蓬莱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促
进烟台蓬莱葡萄酒产业健康的
发展。

据陈云昌介绍，山东是我国
重要的酿酒葡萄产区和葡萄酒
产地，多年来葡萄酒产销量、市
场占有率均居全国首位，蓬莱作
为山东省重点葡萄酒产区之一，
始终坚持走品质、品牌领先的产
业发展之路，逐步形成了具有一
定规模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陈云昌说，目前蓬莱市酿酒
葡萄种植面积已达16 . 8万亩，取
得生产许可证葡萄酒企业达74

家，年产葡萄酒14万吨，约占全
省的1/3，成为国内葡萄与葡萄
酒产业集聚程度最高、发展潜力
最强的区域之一。

虽然山东省及蓬莱的葡萄
酒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但在规范
产业管理过程中，由于国内葡萄
酒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比较
笼统，地方政府对傍名牌、商标
侵权、制假售假等违法生产经营
行为的监管和查处，经常遭遇

“无法可依”的尴尬和困境，迫切
需要通过地方立法来保护产区
发展。

“在这方面，国内其他葡萄
酒产区作出了有益尝试。”陈云
昌说，辽宁省实施了《桓仁满族
自治县冰葡萄酒管理条例》，为
保证冰葡萄酒的产品质量和特
色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宁夏
回族自治区为保护贺兰山东麓
葡萄酒产区的质量和品牌信誉，
去年年底出台了《宁夏回族自治
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
条例》，成为全国第一个进入依
法发展的产区。

为此，陈云昌建议借鉴辽
宁、宁夏等地区的先进做法，以
蓬莱为试点，制定《山东省蓬莱
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加大对
企业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
打击力度，对产区酿酒葡萄和葡
萄酒进行原产地保护，发挥好龙
头产区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全
省葡萄酒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果业是老百姓的钱袋子、命根子，也是我们整个栖霞经济
社会稳定的基础。”省人大代表、栖霞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兆
宽如是说。

现在，他已深刻体会到发展苹果产业对老百姓的重要性，
也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今年省“两会”上，他提出了“促进栖霞苹
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从苹果生产的全产业链上提
升栖霞苹果。

危机感

市长说“有危机感”

要提升整个产业链

“烟台苹果驰名中外，烟台
苹果的主要产地在栖霞。”谈及
栖霞苹果，陈兆宽很自豪，栖霞
的苹果种植面积有70万亩，栖霞
人口是66万，平均每人一亩果，
每年苹果的总产量高达15亿公
斤，平均每年为每个中国人提供
1公斤多的苹果。

“在栖霞，农民收入80%来自
果业，老百姓看病，孩子上学，给
儿子结婚买房子，所有的希望都
寄托在苹果的收益上。”陈兆宽
说，正因此，随着外地苹果产业
的快速发展，他也感受到一种危
机感。

“我们已经感觉到果业发展
面临的现实问题，一部分老劣果
园需要更新改造，现有果园的标
准化生产力度需要进一步加
大。”陈兆宽说，据此，栖霞市今
年提出了苹果全产业链提升计
划，省“两会”上，他还递交了“促
进栖霞苹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建议”。

“所谓提升苹果全产业链，就
是从苹果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
节着手。”陈兆宽说，包括品种引
进、果园改造、市场营销等，保证栖
霞苹果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打品牌

搞好苹果艺术节

请名人来做宣传

“烟台好山好水好地方，苹
果虽然好吃，但是怎么让更多人
知道我们的苹果好吃，是我们一
直在考虑的问题。”陈兆宽说。

为了打造栖霞苹果的品牌，
陈兆宽说，从2001年开始，栖霞市
每年都搞苹果艺术节，今年还准
备搞第12届苹果艺术节。

陈兆宽希望通过苹果艺术
节，一方面加大栖霞苹果的宣传
和推介，促进农民的增收；另一
方面，使“中国苹果之都”这一名
片更加靓丽，栖霞苹果的品牌越
来越得到市场特别是高端市场
消费者的认可。

另外，他还想通过继续加大
广告投入，利用名人、名企冠名
果园的方式，提高烟台苹果、栖
霞苹果的知名度。

果园改造

5年改造50万亩

“老龄化”果园

记者了解到，栖霞苹果全产
业链提升的关键一环是苹果树
的“老龄化”问题，这也是栖霞苹
果产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
题。

据介绍，栖霞苹果多是在80

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种植
的，树龄较大。据统计，栖霞市树
龄在25年以上的果园面积约在50

万亩左右，占总面积的70%以上。
“今年我们计划改造10万亩

果园。”陈兆宽介绍说，果园改造
是个动态的过程，改造过程中，
还有一些果园进入“老龄化”，按
照计划，栖霞市5年内将把50万
亩老劣果园全部改造完成，每年
改造10万亩。

“通过改造，使我们的果园
始终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品种和
树龄的结构。”陈兆宽说。

另外，在现有的果园中，提
高标准化生产，采用最标准、最
先进的技术，把普通的提升到无
公害的，无公害的提升到绿色
的，绿色的提升到有机的。

保安全

严查生产资料

推广可追溯体系

“果业是老百姓的钱袋子、
命根子，也是我们整个栖霞经济
社会稳定的基础。”陈兆宽说，多
数农户把希望寄托在果业的收
入上，特别是在目前人们特别关
注食品安全的基础上，绝大多数
农户都注意到安全种植的重要
性。

陈兆宽说，在生产资料上，
他们从源头上保证果农所用的
生产资料都是国家允许的、标准
的、能够生产优质果的；在生产
过程中，通过建立标准示范园，
引导农户实现苹果生产的标准
化。

为此重点推广了几项技术：
推广优质果袋，避免少打药；推
广使用杀虫灯，通过物理的方法
来灭害虫；通过果园生草技术，
使果树上的害虫转移到草上；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鼓励农户使用
农家肥和有机肥。

“我们还将在全市不断推广
质量可追溯体系建设。”陈兆宽
说，现在已经有不少企业建立物
联网，在基地果园设置探头，从
苹果的施肥到最后的采摘，全程
记录。每个苹果都有“身份证”，

消费者可通过手机扫二维码的
形式，知道苹果从哪个果园里来
的，什么时候采摘的。

“苹果安全关系到栖霞苹果
的品牌，这个品牌的真正内涵就
是为消费者的安全负责任。”陈
兆宽说。

提建议

出台扶持政策

保证苗木需求

为了促进栖霞苹果的发展，
在陈兆宽提交的“促进栖霞苹果
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中，他提出，希望省政府能及时
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帮助果农果
园改造升级。

陈兆宽说，50万亩“老龄化”
果园的更新需要5年，直接影响
果农3—5年的经济收入，约需改
造资金14亿元左右，每年需2 . 8亿
元左右，果农资金压力较大。他
建议上级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
调动果农果园改造升级的积极
性。

在苗木需求上，50万亩苹果
园更新改造约需苗木5000万株，
每年需供应苹果苗木1000万株。
目前，仅靠栖霞现有的良种苗木
繁育能力难以保证。他建议上级
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帮助栖霞市
建立1000亩以上的果树良种苗
木繁育基地，保证苹果产业改
造升级。

另外，陈兆宽建议上级相
关部门在农产品安全检测专业
人才、技术引进方面给予政策
倾斜，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体系正常运转，并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本报记者 柳斌 王晏坤

qlwblb@vip. 163 .com

省人大代表、栖霞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兆宽
记者 柳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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