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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葡萄酒是“种”出来的

150多家酒企蓄势待发“抢”葡萄
本报记者 李静 实习生 曲晓芳 通讯员 马丽娜

“三分看工艺，七分看原料。”
葡萄酒行业的人都知晓这个道
理，一瓶好葡萄酒的诞生，是从种
植好葡萄开始的，没有上乘的葡
萄，就酿造不出高品质的葡萄酒
来。烟台是我国最大的葡萄和葡
萄酒生产基地，目前有150多户葡
萄酒生产酿造企业。如何获取价
格实惠、品质有保障的葡萄，是各

家酒企都关注的。虽然距酿酒葡
萄上市还有两个多月，烟台的酿
酒企业已经蓄势待发了。

葡萄品质对葡萄酒的好坏
至关重要，虽然到9月下旬酿酒
葡萄才会大批量成熟，烟台的酿
酒企业早早就开始做准备了。9

日，记者来到蓬莱市君顶酒庄的
葡萄种植基地，一排排葡萄树郁

郁葱葱。葡萄已经长到黄豆粒大
小，管理人员介绍，这片种植基
地有6000多亩，现在主要进行架
面管理、植保防护工作。

“好的葡萄酒是‘种’出来
的。”蓬莱市葡萄与葡萄酒局副局
长顾兆帅说，建设优质葡萄园是
葡萄酒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近
年来蓬莱产区大力倡导标准化管

理葡萄基地，依托企业带动基地
的发展模式，保证企业得到稳定
优质的酿酒原料。

如何获取价格实惠、品质有
保障的葡萄是各家酒企都关注
的。蓬莱市葡萄与葡萄酒局技术
推广中心工作人员王福成介绍，
目前酒企获取葡萄基本有三种
模式：一种是最原始的散户种植

模式，一种是“反租倒包”模式，
还有一种是“企业 +合作社 +农
户”的模式。到目前为止，这三
种模式在种植和管理上都有着
各自的优势和不足。至于是直接
从散户手里采购，还是发展自己
的种植基地，抑或组织合作社，
各酒企都在探索最适合自己的
那一种。

“散户种植规模正在逐渐
减小。”烟台市葡萄与葡萄酒局
合作交流部部长高海宁介绍，
散户在种植和管理上都很粗
放。一般的农户都是按照以前
的老路子，每家种植几亩，在适
当的时候施肥、打农药，成熟时
间差不多了，就采摘下来卖给
小贩。

蓬莱市葡萄与葡萄酒局技
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王福成介
绍，大部分散户在种植过程中

过多追求产量而不是质量，所
以，施肥不合理或者农药喷洒
不当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企
业对酿酒葡萄的成熟度要求特
别高，大企业的酿造师都要经
过多次品尝和测试，在葡萄达
到合适的糖度和酸度时采摘，
而散户只是根据经验或者天
气，时机差不多成熟就把葡萄
摘下来，很难保证葡萄质量达
到最佳。

正常年份一亩葡萄大概可

以产3500斤，收购价格也很不
稳定，赶上哪一年价格高了，果
农就多收点，要是哪一年年头
不好，有时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蓬莱市葡萄与葡萄酒局
副局长顾兆帅说，散户在种植
过程中缺乏科学的技术指导，
不仅很难保证葡萄达到质量
标准，而且存在很大的风险。
又因为不限产，往往产量上去
了，但风味、口感、酸甜度等很
多方面难以达标。

散户种植模式

过分追求产量

品质难保证

“现在大都采用‘反租倒
包’的经营管理模式。”蓬莱市
葡萄与葡萄酒局技术推广中心
工作人员王福成说，这种模式
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葡萄的品
质，但是成本要比直接从散户
手中收购高得多。

君顶酒庄基地经理任玉华
介绍，“反租倒包”主要是指大
的酿酒企业委托政府，把承包
给农民的土地返租回来，实施
连片开发，建立葡萄种植基地，
再包给果农经营。

在整个经营过程中，酒庄
出资购买苗木、建材、化肥、农
药等，指导农户操作，限制产

量。农户的收入是承包费。如果
种植葡萄达到标准，酒庄也会
按照糖度和产量情况加以奖
励。

君顶酒庄通过这种方式控
制葡萄品质，酿造出高标准的
葡萄酒——— 这也是蓬莱许多酒
庄的通行做法。“反租倒包”使
企业获得了自主权，生产和管
理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完全可控
的。例如采用限产的方式，让每
亩葡萄的产量保持在300-500公
斤。“这样生长出来的葡萄，不
论是风味、糖度，还是矿物质含
量等方面，都是散户种植所不
能比拟的。”

但采用君顶的方式，葡萄
成本要比在市场采购高很多，
尤其是人工成本，正在逐年增
长。王福成算了一笔账：“2000

年，企业雇人，男工13块钱一天，
女工10块钱一天，年龄段是在40
-50岁之间，劳动效率比较高；如
今，劳动力不分男工女工，一天
下来一个人就要80-90元，而且
年龄段多在60-70岁之间。”

在这种经营管理模式下，
果农是按亩数拿工资的，摆脱
了以前靠天吃饭的模式，可以
说是“旱涝保收”。但“旱涝保
收”也容易带来种植积极性不
高的问题。

“反租倒包”模式

一亩地产多少

都有统一标准

2008年，中粮开始探索走
合作化的道路。采用“企业+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对农户和
龙头企业都有好处。对农户的
好处是，保证了收益，降了风
险，同时提高了种植积极性。对
龙头企业的好处是，通过合作
社进行技术培训、原料发放、质
量监督、产品收购验级等，管理
成本降低了，产品质量也可以
更有保证。

“一亩地按照3500元的成
本来算的话，企业大概能出资
60%，农户出资40%，农户自己

也出一部分成本，在种植和管
理上的积极性就能高很多。”
王福成说。在整个模式中，中
粮负责建园，指导技术，出资
买苗木、建材，整理土地、维修
道路等，农户则负责管理和种
植葡萄。

“不仅在种植方面，在采摘
方面也必须要标准化管理。”顾
兆帅说，对葡萄采摘时间的把
握是一个很难的事。“葡萄采摘
之前，酿酒师必须品尝葡萄，根
据葡萄的糖度和酸度决定什么
时间采摘最合适。”不同品种的

葡萄采摘时间还不一样，“标准
化是要求在最恰当的时间采摘
葡萄，而不是像散户那样觉得
时间差不多了就摘下来。”

“这个模式保留了‘反租倒
包’很多好的管理经验，像限
产、基地统一指导技术、统一施
肥打药。”王福成说，这种模式
的最大优势是保证了酿酒企业
拥有稳定、优质的葡萄原料。同
时，企业的投资成本更少。“与
农户签订协议，也减轻了企业
的风险。”

本报记者 李静

三家合作模式

果农积极性高了

企业成本低了

烟台是我国最大的葡萄和葡萄酒生产基地，也是亚洲唯一的国际葡萄·葡萄酒城。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
已经成为烟台的一个重要产业，目前正在向产业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但烟台葡萄酒如何才能更接地气，如何才能更好地打出品牌，还需要探索琢磨。即日起本报推出“让烟台
葡萄酒更香”系列报道，将围绕烟台葡萄的种植，葡萄酒的销售定位、品牌提升等方面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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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年产葡萄酒

占全国总量1/3

烟台是我国最大的葡萄和葡萄
酒生产基地，也是亚洲唯一的国际葡
萄·葡萄酒城。沿着700多公里的黄金
海岸，现在已经发展了15万亩葡萄
园。葡萄酿酒企业达到了150多家，其
中规模以上企业12家。全市年产葡萄
酒20万吨，占全国的1/3。葡萄种植和
葡萄酒酿造已经成为烟台的一个重
要产业，正在向产业化、专业化和国
际化方向发展。

蓬莱是国内唯一

中国葡萄酒城

提起烟台葡萄酒种植基地，就不
得不说蓬莱。蓬莱是国内唯一的“中
国葡萄酒城”，是国内重点葡萄酒产
区之一。近年来，蓬莱产区以“优质产
区、特色葡园、精品酒庄”为主攻方
向，吸引了中粮长城、君顶、华东百
利、法国拉菲等国内知名企业，逐渐
成为国内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的
地标城市。

酿葡萄酒

要讲究品种

蓬莱市葡萄与葡萄酒局副局长顾
兆帅介绍，用于酿酒的葡萄与鲜食的
葡萄不一样。在烟台，一般用于酿酒的
红葡萄品种有赤霞珠、品丽珠、梅鹿
辄、佳丽酿、西拉、蛇龙珠等。用于酿酒
的白葡萄品种有霞多丽、雷司令、贵人
香等。这些品种酿造出的葡萄酒在香
气、口感、酸甜度等方面都非常适合，
是大家公认的酿酒优质品种。

本报记者 李静

▲目前，酿酒葡萄还没成熟。
见习记者 韩逸 摄

好葡萄酒是“种”出来的。原材
料优质稳定，才能保证酿造的第一道
工序完美。 见习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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