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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大做强烟台苹果产业，烟台市人大代表张朋义谈现状寻出路

苹苹果果改改良良换换代代直直面面““老老龄龄化化””挑挑战战
本报记者 张琪

今年烟台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发展绿色农业是2017年的一项重点工

作，其中针对苹果产业发展时专门提到，要“加快苹果等农产品改良换代”。对此，市人大代表张朋义称，要用3年左

右的时间，打造出烟台苹果产业的上市公司。

现状：苹果价格低迷，

果农收入减少

张朋义是烟台市人大代
表，博士达集团董事长，多年来
在苹果产业中摸爬滚打，闯出
了一条壮大苹果产业的道路。

张朋义告诉记者，他听了
《政府工作报告》后很受鼓舞，
尤其是报告中重点谈到了烟台
苹果这个产业的发展，更是让
从事苹果产业的苹果人有了底
气、有了信心、有了目标、有了
方向。

“说起烟台苹果，在30年之
前，我可以很自豪地讲，这是我
们烟台人的骄傲和自豪，烟台
苹果在国内外都是响当当的亮
丽名片，一直是全国苹果行业
的领航者，每年都供不应求，而
且价格居高不下。”张朋义自豪
地说。

可是，张朋义心里不无担
忧。他提到：“烟台苹果的主产区
是栖霞市，是苹果产业托起了栖
霞这座城市，农民以及当地的财
政收入几乎都来源于苹果产业，
可是近几年苹果价格大幅度下
滑，这对我们烟台果农影响比较
大，尤其是对栖霞市的果农打击
非常大，果农一年的收入竟没有
外出打工赚得多。”

析因：果树、果农都存

在老龄化现象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烟台
苹果价格低迷的现状？张朋义

总结了几个原因。
首先，烟台苹果现在面临

的问题很多，比如果树老龄化
问题，树龄几乎都在30年左右，
老品种的“长富二”“秋富一”一
直存在。

其次，种植苹果的果农也
呈现出老龄化问题。农村苹果
种植户约70%的人年龄都在50
岁以上，这成为烟台苹果品种
更新、密植园改造的掣肘。

再者，烟台苹果还面临着
国内市场的强烈冲击。张朋义
说：“近几年，全国苹果产量都
以10%的速度递增。2013年国
内苹果产量约3800万吨，2014
苹果产量年约4200万吨，2015
年苹果产量近5000万吨，2016
年在5200-5300万吨左右，未来
几年产量还会越来越大，对烟
台苹果的冲击也越来越大。”

虽然烟台也在致力于烟台
苹果品牌的宣传推广工作，但陕
西洛川、甘肃静宁、新疆阿克苏
等地竞争对手的宣传势头更迅
猛，在全国一线城市随处可见以
上区域苹果的品牌形象店，这样
的冲击，无异于追兵迫近。

“个别客商收集别的产区
苹果冒充烟台苹果销售，对烟
台苹果品牌是很大的冲击。”张
朋义说，苹果基地建设属于投
资大回报慢的一个产业，一般
的苹果树4年后才有回报，烟台
苹果缺少大面积的规模化种
植，缺乏标准化生产，这导致苹
果质量参差不齐，销售的苹果
串级、以次充好等现象时有发
生。”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烟台市人大代表李莎莎
说，解决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就业，是实现残疾人走向社会
的根本途径。然而，目前整个社
会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供大于

求的矛盾十分突出，残疾人就
业工作面临困境。残疾人自谋
职业应当鼓励，政府可以提供
优惠政策，并在税收上给予重
点优惠，切实解决有劳动能力
的残疾人的就业问题。

“加大力度帮扶残疾人就
业和创业，鼓励社会福利性企
业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李
莎莎说，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
重度残疾人，相关部门应该加
强对其自身保障，或者对其家
人进行就业安置。希望重度残
疾人、一户多残家庭应该直接
纳入低保对象之列。

李莎莎说，残疾人也有能力
参与脑力工作，建议机关和事业
单位带头执行残疾人按比例就
业政策，实现残疾人平等就业。
招录机关专设残疾人岗位时，适
当放宽报考条件和开考比例。

市人大代表李莎莎

完完善善残残疾疾人人就就业业体体系系
鼓鼓励励残残疾疾人人就就业业创创业业

张朋义（右）在果园里（资料片）。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2009年，张朋义建设了第
一个有机苹果示范园，也是烟
台第一个获得有机认证的果
园，这个果园的苹果听着音乐
喝着牛奶长大，还没到采摘
期，树上的苹果已经有了“下
家”。

张朋义重视苹果品牌宣
传，他于2014年聘请了甜歌皇
后李玲玉作为博士达苹果的
代言人，靠明星效益，现已在

北京高端超市 (燕莎、赛特、
王府井、新世界等)设立博士
达专柜60余家，也是国内苹
果在北京超市卖价最高的苹
果。

截至目前，博士达分六年
共建设苹果基地5个，规模近
千亩，涵盖了各种苹果的栽培
模式，每个园都达到了精品园
标准，每一年生产的有机苹果
都是计划销售，方能满足客户

的长期需求。现在，公司已经
形成苹果全产业链的生产，集
农资经营、基地建设、苗木繁
育、品牌经营、深加工产业于
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张朋义豪言，“力争在三
年内，要把苹果这个产业打造
成栖霞市关于农业方面的上
市公司，做中国苹果全产业链
的领航者。”

本报记者 张琪

苹果人开启转型实践，三年内打造苹果产业上市公司

市政协委员于波

加加强强职职业业技技术术教教育育
助助力力““烟烟台台智智造造22002255””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非常务实，分析形势非常客
观，分析成绩鼓舞人心，讲到
困难也实事求是。”烟台市政
协委员、烟台汽车工程职业
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于

波说。
“报告中对教育，特别是

职业教育的论述我印象深
刻。”于波说，在第43届世界
技能大赛上，中国代表团取
得了4金6银3铜以及12个优
胜奖的优异成绩，其中汽车喷
漆、焊接、美发、制造团队挑战
赛获得金牌，实现了金牌零的
突破。要想以更高的技能水平
支撑起“烟台智造”，还需要更
多技能“金牌”，还有很长一段
路要走。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
职业技术教育助力“烟台智造
2025”。

于波建议，首先，要大力加
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高技能
蓝领人才在产业工人中的比
例。加强职业培训，完善职业培
训政策，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
培训体系。

其次，大力加强职业技术
教育，培养大批现代产业亟需
的技能型人才。加强政策引导
和舆论宣传，形成“崇尚一技之
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环
境；加快职业教育法修订，通过
税收减免、资金配套、招生补贴
等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特别
是大中型企业主动参与校企合
作；深化产教融合，推进职业教
育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内
容、教学过程与产业升级、行业
标准、企业需求相对接；要规定
职业院校生均教育经费的最低
标准，保证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同时，弘扬“大国工匠”精
神，提升产业大军的职业素养。
进一步提高产业工人的职业素
质，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精
湛技艺、高超技能和较高职
业素养的“大国工匠”。

烟台市政协委员于波。
烟台市人大代表李莎莎。

两会

深读


	J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