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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乐陵陵金金丝丝小小枣枣““吐吐槽槽””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直傲居枣产业霸主位置的乐陵金丝小枣，也曾一度遭遇“滑铁卢”，
如何突破瓶颈，加快产业提档升级？近几年，乐陵全市上下群策群力，共商兴枣大计，请听———

本报记者 李榕 通讯员 贾鹏

在红枣大家族中，我品质优良，
营养丰富，每百克鲜枣果肉含维生素
C500毫克左右，含量是蜜桔的十几
倍，比苹果高几十倍，被称为“活维生
素丸”。与新疆灰枣、山西大枣比较，
我核小皮薄，果肉丰满，肉质细腻，
钙、铁、镁、硒等各种微量元素都远远
高于它们，尤其掰开后，我们的肌肤
间能扯出缕缕金黄色纤丝，因此被誉
为“金丝小枣”、“百枣之王”。

每年9月，乐陵30多万亩金丝小
枣成熟上市。别看我们个个光鲜靓
丽，但由于市场受到新疆枣的猛烈冲

击，有几年价格一直徘徊在低谷，枣
农望“枣”兴叹，有的甚至弃我们而
去。

回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的
前辈以“乐陵小枣”商标出口，名扬天
下，枣价卖到10元-20元/公斤；市场
经济条件下，我的“家族”一度沉沦。
2007年，闹连阴雨天那一年，最不好，
基本都烂在树上。2009年赶上好年
景，我们结果多，可枣农因恐雨，多提
前采收，我们在甜、红亮、弹性上都差
了一筹，为鲜时出园价不到2元/公
斤。2011年，还算不错，鲜枣卖到2

元—3元/公斤，干枣卖到10元/公斤。
为突破“价格”瓶颈，从2012年

起，乐陵把连续举办24届的小枣文化
节转型为红枣暨果品产业博览会，邀
请全国各省区的几百家红枣深加工
企业到会“练摊”，推动金丝小枣产业
提挡升级。2013年，枣博会吸引700多
家采购商参展；2014年，枣博会现场
交易额4500万元，达成购销协议金额
3亿元；2015年，枣博会现场交易额
1 . 1亿元、意向金额8亿元，现场客流
量达30万人次。然而，我的价格仍起
起落落，反复无常。

我的“东家”老林家有10亩枣园，
2015年收获接近5000公斤。去年刚采
摘下树时，我的兄弟姐妹堆满场院，
但不到春节就卖了出去，从开秤价每
公斤6元，最后上涨到20元，比上年高
了近两倍。最终能有这样好的“身
价”，主要归功于网销。

2015年的枣博会上，乐陵市政府
牵手淘宝、天猫、一号店、京东商城等
电商巨头，把我们晒到网上，从此开
始“触网”营销。“东家”老林的销售电

话因而不断，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尝到了网销的甜头后，今年初，

乐陵引进阿里巴巴、京东商城等知名
电商平台，打造以万村千乡+阿里巴
巴+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四网合一”
的全新“互联网+农村”电商发展新模
式，为农民“触网”提供舞台，很快，老
林成了阿里巴巴的会员。

今年初，老林又对我们进行标准
化管理，从而让我们成为上等的有机
产品。并把我们从花开到枣红的全过

程搬到了网上，在我们还是“愣头青”
的时候，便以20元/公斤的价格预订出
去三分之二。老林说，那三分之一暂时
留下，等待春节价格更高点再卖。

去年以来，乐陵市专门拿出500
万元，引导小枣加工企业、经营业户、
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触网”营销。
目前，乐陵仅在淘宝、天猫、1号店、阿
里巴巴等电商平台注册的小枣商铺
达600余家，年累计销售小枣3000万
公斤。

■市场冲击 价格困扰

■上网销售 价格攀升

乐陵，地处黄河下游华北平原，我和同伴就生长在这里，大家称我们为“金
丝小枣”。我们家族在这块丰土吉壤上，繁衍生息的成长，始于汉唐，兴于宋元，
盛于明清，距今已有3000多年。适宜的温、光、水、土，枣农的精心栽培，让我们茁
壮成长。金秋时节，我出落得艳红透亮，“东家”老林便将我拍照上网，待价而沽。

■三种卖法

不同身价

现现在在，，乐乐陵陵除除了了在在网网上上卖卖我我们们的的
““真真身身””和和深深加加工工产产品品，，还有其他两种不
同的卖法，那就是卖品牌、卖文化，三种
卖法级别不同，身价迥异。

在乐陵，我们已不再仅仅是一种食
品。而乐陵依靠精深加工也使我们由低
端市场走向高端市场，卖出了高价格。
围绕着枣的百样吃，乐陵把我们开发出
10大系列140多种产品。目前，乐陵有关
我们家族的深加企业有400多家，汇源、
德润、燕陵生物等60多个品牌，出口欧
美、日韩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每
年创造的产值达20亿元。

现任乐陵市委书记曲锋对我们高
度评价，说我们是大自然恩赐给乐陵这
方沃土的“国宝”级活着的文物，是乐陵
的名片，全市上下必须保护好，开发好。
为此，今年，乐陵市财政拿出2000多万
元对枣林进行了整建制流转，对负责管
护我们的枣农，按我们每棵给予“东家”
15元的补贴。我的500年以上的同伴更
“牛”，统一GPS定位，统一建档立册，挂
牌保护，并按年龄每年发放60元—100
元的长寿“养老金”。

不仅如此，乐陵还积极整合资源，
大力开发以我们家族为主题的旅游文
化产业。据统计，仅今年1—8月份，我们
就接待游客95 . 6万人次，旅游收入5 . 1
亿元，我们的身价开始快速、“百变”提
升，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这个千年、千
万(棵)大家族，又会大放光彩……

隔本报记者 李榕 通讯员 方志勇 王荣水

“做一台手术，出一个精品；看一个病人，交一个朋友。”这是德州市立医院普外二科主任、副教
授祁洪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从医19年，他视治病救人为天职，拒收“额外”感谢；他苦心钻研医
术，填补了德州市多项技术空白，被赞为德艺双馨的医界楷模。

医医者者仁仁心心 德德艺艺双双馨馨
——— 记德州市立医院普外二科主任、副教授祁洪军

一天9台手术始终坚守

走路一步迈俩台阶，一天
平均有4、5台手术在等着……
8月29日下午3时许，在德州市
立医院8楼普外二科办公室
内，祁洪军正在埋头整理桌前
的患者病历，不时地“分心”接
听电话、处理手头紧急的工
作。他思路敏捷、神采奕然，全
然看不出一个小时前才刚刚
走下手术台。

“平均一天4、5台手术，最
多的时候一天9台手术。”谈到
自己的工作，祁洪军总是充满
激情。他说，外科医生的时间
都是跟随手术安排而定，并不

存在8小时工作制之说，因为
即使半夜12点下手术，12点半
有手术安排也要马上顶上。在
祁洪军的从医生涯中，像这样
临时被喊回来“连轴转”的时
候不在少数。

一年前的一个晚上，祁洪
军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
中，刚准备吃晚饭，便接到要
手术的消息，他二话没说直奔
医院。从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
上6点，手术整整进行了9个多
小时。“我清楚的记得，当患者
被平安送出手术室的时候，窗
外已经蒙蒙亮了。”

每天至少要站6个小时；
100%的外科医生都有颈椎病
和腰椎病；为了节省时间在手

术室旁的临时“餐厅”凑合一
顿；19年来几乎没在家吃过一
顿年夜饭.....这些在旁人看来

“异常艰苦”的工作环境，祁洪
军却已经习惯了，“自己累点
不算啥，患者平安、健康才是
最重要的。”

填补德州多项技术空白

普外二科包括肝胆胰脾
外科、血管外科和微创外科，
均在祁洪军的带领下取得了
长足发展，他更是被誉为普外
二科的“第一刀”。

2003年，祁洪军在德城区
率先开展了第一例腹腔镜胆囊
切除术；2009年在德州市率先
开展了腹腔镜下肠粘连松解
术；2012年-2014年在德州市率
先开展腹腔镜下食管裂孔疝修
补术及腹腔镜下直肠癌根治
术。不仅为患者解除了病痛，更
推动了全市肝胆外科的发展。

谈及此，祁洪军坦言，
2007年赴上海进修，以及在齐

鲁医院、千佛山医院、上海长
海医院等医院的帮助下，自己
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中，在
血管外科方面，他先后开展了
多例股动脉切开球囊取栓术、
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静脉导
管溶栓术等；在肝胆微创方
面，开展了腹腔镜配合胆道镜
双镜联合行囊切除+胆总管切
开取石+T管引流术，填补了德
州市多项技术空白。此外，
2005年开展的胰十二指肠切
除+门静脉重建术更是填补了
全省的一项技术空白。

治病救人拒收“额外”感谢

除了精湛的医术，祁洪军
良好的医德更是被众多患者
和家属称道。出了名,慕名而来
的患者越来越多,但成为大专
家之后的祁洪军始终保持着

“治病救人”的初心。
“他多次拒收红包、礼品，

他的事迹在院内早已传为佳
话。”市立医院普外二科护士

长唐春艳一边说着，一边熟练
地从祁洪军办公桌一侧的抽
屉里翻出一张购物卡，上面详
细地标注着“XX床患者XXX”。

“为了让患者家属安心，红包和
礼品手术前祁主任都会收下，
但手术后会都会原封不动还
给家属。曾经有位家属执意
给，祁主任最终将红包钱直接
打到患者的就医卡上。”

从医19年，祁洪军对待患
者热情周到，从未收过患者一
分钱的红包，更没有拿过药品
厂家的丝毫回扣。他这样要求
自己，也这样要求科里的医生
和护士。“治病救人是医生的
天职，若将此成为自己谋利的
途径则是粉末倒置了。在我们
科室，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一
律予以辞退。”

如今,祁洪军这种严谨的
从医态度已经在该科室传承
了下来。“祁主任这种医者仁
心、德艺双磬,值得继续继承和
发扬下去。”唐春艳说出了所
有医者的心声。

祁洪军巡查病房，询问患者术后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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