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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4月12日讯（记
者 王颖颖） 3月28日至4月
3日一周时间，本报发起的“齐
鲁有货·壹起吃苹果”活动在省
内掀起一股献爱心风潮，仅省
内就售出爱心苹果40万斤。下
一步，本报将联合阿里集团、栖
霞市政府，将义卖范围扩至全
国。

记者了解到，4月份是苹
果销售的关键时期，栖霞市西
城镇党委书记徐海勇告诉记
者，到了5月份，天气变暖，苹
果贮存时间过长以及冷库内外
温差过大，会影响到苹果的品
质及贮存。2015年，栖霞市苹
果入库120万吨，出库率不足
50%，本报40万斤的销量并不
算多。

前期爱心苹果销售范围仅
在省内，活动期间，不少来自北
京、廊坊以及浙江等地的读者
咨询，表示希望能将购买范围
扩至全国，都能献上一份爱心。

为最大程度帮到果农，下一步，
本报将联合阿里集团、栖霞市
政府，通过齐鲁晚报自有的天
猫店铺“日新食品专营店”，扩
大线上销售渠道，将爱心义卖
范围由省内扩至全国，顺丰速
运将以最优惠的价格将苹果送
至购买者手中，力求最大程度
帮助果农。

为了保证网购苹果的正宗
和高品质，所有阿里线上销售
的苹果，均由栖霞市已有的电
商发货基地统一发货，发出的
每一单苹果统一粘贴质量安全
追溯二维码，确保消费者买到
货真价实的栖霞苹果。

此外，在线下销售渠道，山
东省内 32家大润发超市将同
步销售爱心苹果，省内老百姓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同品质、同
价格的爱心苹果；山东凯瑞酒
店管理集团也将在省内的160
余家店铺推出苹果为主材料的
爱心菜谱，推动爱心苹果销售。

近日，记者再次来到栖霞，追踪栖霞苹果销售情况。在果农为了卖苹果发愁时，也
有不少公职人员为了卖苹果四处奔波。打造电商平台、高校联动、筹备活动，用他们自
己的话就是“满脑子都是苹果”。

““我我现现在在满满脑脑子子都都是是苹苹果果””
为了卖苹果办活动做电商，当地官员也是蛮拼的

果农砍掉苹果树当柴火

栖栖霞霞112200万万吨吨苹苹果果一一半半没没出出库库
天气热了果农心急如焚，本报联手阿里、栖霞市政府再掀义卖高潮

现场探访

4月 8日，记者来到栖霞
西城镇马疃村，在马疃村的
一户人家，记者看到，原本堆
放柴草的大门口两侧，今年
却堆放了一堆堆的苹果树干
和树枝。

“这次俺是被苹果彻底
伤着了，干脆伐掉一部分果
树。”果农张国福说，原来他
种了八亩多，去年以来苹果
价格跌落，他直接伐掉了二
亩，一部分准备栽种一些新
品种，一部分则直接准备种
点庄稼。

像张国福这样伐掉部分
果树的果农不在少数。8日下
午，张国福、张立山、张建宝等

一干果农带着记者来到村子
周围的苹果园，已经有不少人
将原来生长十几年甚至二十
多年的果树伐掉了，地里还有
果树根，砍成柴火的苹果枝
干则堆放在地头。据说有不
少 人 把 伐 掉 的 果 树 以 每 车
200多块钱的价格直接卖给了
热力公司。

看着堆砌在地头的凝聚
了十几年心血的果树枝干，张
国福黝黑的脸上堆满了愁容。
他用缠满胶带的双手搬起一
块果树干，对记者说，“我是真
心舍不得伐掉这些打了半辈
子交道的苹果树。”

本报记者 王颖颖 宋磊

购买方式

一、线下自提：
提货地点：
1、泺源大街3号回归自然实体
店（济南泺源大街山东新闻大
厦对面，可乘坐102、103、K96、
165、49等路公交车在新闻大
厦站下车）。
2、济南市燕子山小区东路24

号，济南果品研究院门口东20

米果真出色食品店。
其他新增提货点将后续公布。

（注：线下销售为整箱出售，每
箱20斤，正宗栖霞红富士，直
径80mm，一二混级果）咨询电
话：0531-85196713。
二、线上购买：
线上购买范围即将扩大至全
国，具体购买方式及苹果包装
规格、价格本报将在确定之后
第一时间公布。可先打开天猫
搜索“日新食品专营店”关注
店铺。

本报记者 王颖颖 宋磊

办活动

“苹”啥爱你？“果”真好吃

据栖霞团市委书记王恒齐
介绍，目前栖霞市正在筹备一
个栖霞苹果品牌&公益大型推
介活动，活动主题暂定为“‘苹’
啥爱你，‘果’真好吃”。

鉴于栖霞苹果面临的严峻
形势，“目前栖霞市政府几乎每
一两周就开一次关于苹果的调
度会，了解全市苹果销售情况，
所有人都在卖苹果，我现在满
脑子都是苹果。”王恒齐说。

据悉，去年10月16日至18
日，栖霞市举办了以“栖霞苹
果，苹分秋色”为主题的淘宝网
首届栖霞苹果网货节。在淘宝
网首页投放频率达1 . 2亿次，消
费者点击浏览量达374万次，累
计销售12 . 3万单，合计123万
斤，实现销售收入1088万元。

“在成功举办网货节的基础上，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广泛的宣传
推介，进一步提升栖霞苹果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王恒齐说。

做电商

“70后”乡镇书记上阵

谈到做电商，多数人第一
反应或许是“80后”“90后”，但
是在栖霞市，牵头做电商的却
有一位“70后”——— 西城镇党委
书记徐海勇。

西城镇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成立于2015年4月8日，为的就
是带动果农们“触电”，让苹果
有更多销路。徐海勇告诉记者，
2014年，当他看到阿里巴巴在
美国上市，并提出“跨境、村淘、
大数据”三大战略时，“村淘”的
字眼让他眼前一亮。“作为国家
公职人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服
务中心成立了。”

中心成立的第二天，便组
织了400余名镇上的果农参加
培训。“可以说是‘扫盲式’培
训，留在村里种苹果的大多数
是40岁以上的，种了苹果只知
道等人来收、送冷库，但是大多
数人不知道还有‘电商’这么一
回事。”

通过几次培训，还真把果
农中愿意、有能力做电商的人

“淘”了出来。有人愿意做但是
不会，就得找人教。“我们通过
团市委找到资源，引进成熟的
电商平台，给果农们做培训，从
无到有，现在整个西城镇已经

有130多家网店。”

控质量

扫一扫，可追溯

网店虽说开起来了，但是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网上销
售无法实现有效监管。徐海勇
说，据他了解，在淘宝网，卖栖
霞苹果的网店有1700多家，但
是发货地在栖霞的只有700多
家，“栖霞本地还有10%左右的
外地苹果。网络上销售的栖霞
苹果，标准不一，有些甚至不是
正宗栖霞苹果，会影响到栖霞
苹果的品牌。”

为规范网销栖霞苹果质量
标准、包装规格、物流配送体系，
促进栖霞苹果电商产业长远发
展，西城镇便建立了西城镇电子
商务协会微信公众平台，通过融
入栖霞苹果文化、质量标准、种
植管理过程、防伪认证等功能，
构建栖霞苹果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并规划建设一处电商发货基
地，由基地发出的每一单苹果，
均统一粘贴质量安全追溯二维
码，确保消费者买到货真价实的
栖霞苹果。正是有这样的电商基
础，栖霞市才在去年成功举办了
网货节。

果农张国福搬起伐掉的苹果树，直言舍不得。 本报记者 宋磊 摄

谁来救你
我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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