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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关注

招远供电公司

启动反窃电行动
近日，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开展

反窃电“亮剑”行动，坚决遏制夏季用
电高峰期窃电和违法用电的行为，确
保迎峰度夏期间电力安全供应。

(冷少刚)

招远供电公司

保电网安全运行
近日，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开展

清理线下树木专项行动。截至目前，
该公司已清理线下树木2600余棵，为
电网安全度汛奠定基础。

(冷少刚)

国网莱州供电

提升优质服务
近日，莱州市供电公司监察审计

部公布了对各服务窗口单位明查暗
访情况通报。针对查出的问题，通过
各种措施建立健全优质服务长效机
制，努力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素质和
服务技巧，促进公司行风建设工作再
上新台阶。

(刘华)

国网莱州供电

加快提升队伍素质
截止到8月6日，国网莱州供电公

司共举办管理人员、安全教育、技术
培训等各类培训班20期，共计1000多
人次，“大培训”工程顺利实施中。在
教育培训工作中，充分考虑员工的需
求，根据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提出教
育培训要求，不断完善丰富培训内
容。

(刘华)

国网龙口供电

启动Ⅲ级有序用电
8月8日起，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

按照龙口市政府批准的有序用电方
案，启动Ⅲ级响应，要求各工业用户
按要求自觉移峰错峰，优先保障民生
用电。目前，龙口市城区工业用户已
全面实行移峰错峰有序用电方案，居
民用电状况总体平稳。

(姚笑梅 刘京秋)

去年冬季的严寒天气加上
今年长时间倒春寒，今年烟台
主要葡萄产区都受到了影响。
葡萄的一些藤蔓被冻坏。这使
得一些葡萄园减产，而今年7月
份20天的雨则推迟了鲜葡萄与
市民见面的时间。

“冻害影响葡萄春季发
芽抽枝，产量会受一些影响。
不过有了前几年的教训，冬
季对葡萄加强防冻措施的人
越来越多了。”蓬莱市果树站
的孙站长说。发芽晚影响了
葡萄的生长速度，而7月份的

连阴雨则严重影响了葡萄的
成熟期。

七八月份正好是葡萄积累
糖分最重要的时间，连续阴天
下雨让葡萄成熟期推出了半个
月到20天。孙站长建议农户们
推迟采摘时间，“8月下旬到9月

上旬采摘，将有利于葡萄糖分
的积累，和品质的提升。”

据了解，今年龙口大棚葡
萄收成不错，露天葡萄目前刚
开始上市，玫瑰香葡萄的价格
在12元/斤左右，目前烟台不少
葡萄从龙口运输过来。

冻冻害害加加雨雨灾灾，，本本地地葡葡萄萄迟迟来来2200天天
雨水偏多致口感不佳，外地葡萄抢市场

本报记者 李娜

去年冬季的严寒天气
加上倒春寒，烟台今年的
葡萄产量预计有所下降，
再加上7月份20多天的雨，
鲜食葡萄糖分积累不足，
成熟期比往年晚了2 0多
天。新上市的葡萄售价10
元以上，但收购价格和去
年基本持平。本地葡萄因
为产量少、糖分低卖得不
好，目前市场上外地葡萄
更受宠。

本报8月12日讯(见习记者
张倩倩) 巨峰、玫瑰香、红提

子、马奶葡萄、美人指……走进
水果市场，各个葡萄品种占据了
水果摊最显眼的位置，成了现在
最抢眼的水果之一。然而，记者
走访发现，虽然本地葡萄已经上
市，但产量少口感不佳，外地葡
萄更受消费者青睐。

11日，记者走访了芝罘区五
六家水果摊，发现最便宜的葡萄
是巨峰，一般15块钱2斤，其他大
多葡萄品种每斤售价都在10元
以上，如马奶葡萄12元一斤，玫
瑰香卖到15元至18元一斤。

品种和口感不同，葡萄的价
格也不相同。一位商贩介绍，由
于去年冻害和今年雨水影响，本

地葡萄上市少。而且受7月份连
阴雨影响，葡萄容易掉粒，烂得
快，不容易储存，所以商贩也不
敢一次进太多。

这位商贩称，大多数顾客还
是通过口感来确定买哪一款葡
萄，虽然本地葡萄便宜些，但一
品尝没有外地葡萄口感好，然后
就买外地葡萄。他还告诉记者，

外地葡萄一天能卖100多斤，而
本地葡萄也就40-50斤。

目前葡萄还未大量上市，市
场上卖的大多是大棚里的葡萄
和外地葡萄。再过十天左右本地
葡萄就会大量上市，价格就会拉
低，到时候本地葡萄的糖分会比
现在有所增加，口感也会有所改
善。

本地葡萄少、甜度低 外地葡萄更受青睐

怀念30年前的“味道”

开始发展生态农业

从莱阳市区驱车 4 0分钟，来
到莱阳万第镇高卓村，沿着崎岖
的山路再走 1 0分钟，翻过一座并
不起眼的小山头，几股清澈的山
泉水从山顶丛林中缓缓流下，在
山腰处汇集成了一个清可见底的
山泉湖，一排整齐的农舍隐现在
山间绿树中。

在农舍后面的一片果园地里，
46岁的崔建华正在放养一群刚刚出
生不久的小黑猪，她一身黑衣、扎着
马尾辫，看上去格外干练。崔建华
说，90年代末她从莱阳肉联厂下岗
后开了一家肉食店。“在平时与顾客
的交谈中，他们经常会问我为什么
现在的猪肉不如小时候的好吃了。”
崔建华说，对于30年前的那种“味

道”她也仍然记在心上。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客户的话

让崔建华上了心，她脑子里产生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建一个庄园，专门
发展生态农业。

为了建庄园累瘦一大圈

2003年春节，崔建华在走亲戚
时听说一个远房亲戚打算承包荒
山。两人一拍既合，合伙包下了200

余亩的荒山。
山上的环境虽然好，却没有足

够的平地用来建设房舍，就连山泉
水也要用管道从几百米外的高处引
下来。”经过一番苦战，昔日的荒山
如今栽满了郁郁葱葱的果树，山泉
水也用300多米的管道引了下来。崔
建华说，这些工作做完，整个人瘦了
一大圈。

庄园初具规模，她从文登花5万

余元引进了两头黑母猪，准备甩开
膀子大干一番。她每天早早起来到
山上割猪草，还陪着它们在果园里

“散步”。
可就在这两头母猪“入住”庄园

后一个月左右，突然都变得不爱吃
食，也不爱动弹了。原来是猪患上了
感冒，引起了并发症。“当时兽医说
必须给猪打抗生素来治疗。”为了保
持原生态，崔建华低价将两只猪出
售。

要在荒山编织“生态梦”

2010年9月，崔建华又引进了两
头黑母猪。白天让猪在山上的果园
里自由觅食野草、拱土，晚上便给猪
舍里搭盖一些防寒草，她还用村里
人教的办法，将山上的金银花、山竹
子等草药割回来用山泉水熬成汤给
猪喂食。

“这次努力没有白费，两头母猪
适应了山上的生长环境，先后产下
了两窝小猪仔。”崔建华指着眼前正
撒欢的小黑猪高兴地说，黑猪需要
12至15个月才能出栏，平时吃的都
是野菜、玉米等食物，出栏的猪重量
可达300斤左右。

“不过你可别小看了这300斤重
的黑猪，它们的价格可不亚于一头
牛呢。”崔建华给记者算了一笔帐，
坚持原生态饲养的黑猪一斤肉价格
在40元左右，比普通猪高出4倍。如
今，崔建华的黑猪养殖规模已经达
到100多头，她还成立了“君清”农产
品合作社，打造自己的原生态品牌。

生态养黑猪初获成功，但崔建
华没有止步。未来她打算扩大山上
有机蔬菜规模，建沼气池用来照明
取暖，沼液用来种植，农作物的果实
和秸秆再用来养殖，在荒山上编织
出一个可循环的“生态梦”。

下下岗岗女女工工1100年年编编织织““生生态态梦梦””
扎根荒山养原生态黑猪，种有机蔬菜

本报记者 蒋慧晨 通讯
员 李庆盛 杨发茂

崔建华是一位坚持
梦想的下岗女工，她曾
是莱阳肉联厂的工人，
90年代末下岗后从事肉
食加工销售。2003年，她
用第一桶金与人合伙租
下了僻静的百亩荒山，
成立了“君清”农产品合
作社，为了让更多人能
够享用到原生态的农产
品，她10年扎根在此，为
她的“生态梦”积蓄能
量。

受冻害和连阴雨影响，
孙蕴芝家的葡萄产量少了3

成，掉粒严重。本报记者 李
娜 摄

相关新闻

冬季冻害致葡萄减产,有农户4亩地只能产3000斤

蓬莱是葡萄的主要产区之
一，潮水镇和刘家沟镇就是比
较集中的乡镇。今年受天气影
响，玫瑰香葡萄飘香时间比去
年晚了半个月到20天的样子。
在潮水镇上营村，种植户刚开
始采摘葡萄，这在蓬莱还算是

“先行军”。
“价格和去年有稍微差别，

但是产量不行，得减了3成。”上
营村村民孙蕴芝说，没有人去
详细统计，但是各家各户套袋
的数量心里清楚，正常年份一
亩葡萄能套5 0 0 0至6 0 0 0个纸
袋，但是今年能套4000个，在上
营村就是最好的了。孙蕴芝家
的3亩地一共套了1万2千个袋，
算是管理比较好的一家，但她

也觉得不理想，因为套的大纸
袋比去年少，小纸袋的葡萄分
量小，这意味着产量会缩水。

上营村的会计徐永祥介绍
说，他们村有400多亩葡萄园，今
年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冻灾。最厉
害的一家，4亩地只套了五六千
个纸袋，能收成3000多斤葡萄就
不错了。“受冻厉害的能赚出本

钱就不错了。” 徐永祥说。
美味的葡萄让人垂涎欲

滴，果农为此付出的心思和费
用也不少。一亩田地需要用粪
肥5000元左右，有的种植户今
年白忙活了。记者在一家村民
的葡萄园内看到，每隔好几棵
葡萄藤才有一串葡萄，而且葡
萄叶子已经泛黄甚至枯萎。

种植户最好推迟采摘，有利于糖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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