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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正在从事或想从

事种养的移民朋友，如果您对
栽植、养殖的品种、市场有所
疑惑，或是在种养过程中遇到
什么技术难题，请告诉我们，
我们将请专家帮您解决。

注意：如果是技术难题，请
尽量描述清楚发病作物或动物
的症状，若有图片更好。

联系方式：短信请发送
至 1 3 7 8 9 8 0 5 3 8 3 、 邮 箱
j f yan3651@163 .com或加QQ

群：19887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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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按照往年规律，此
时正是冷库苹果销售旺季。近日，
记者在我省的一些苹果主产区了解
到，当前库存苹果的销售价格虽然
比较高，但收购商积极性不高，苹
果销路并不顺畅。

苹果价高了，

却找不到买主了

进了腊月，沂源县西里镇薛家
峪村的王庆海开始给几个果贩打电
话，这些人的回答都是今年市场走
货比较慢，最近不收苹果。这下子
王庆海有点坐不住了。

往年这个时候，在春节拉动
下，果贩和一些苹果经纪人都会忙
活起来，王庆海存在冷库里的苹果
也会开始往外卖。

“去年是‘小年’，苹果出现
了减产，价格比较高，一摘下来就
三块六七一斤，都不舍得卖。”去
年王庆海摘了2 . 5万斤苹果，一点
没有卖，全部存进冷库。

据王庆海介绍，现在当地的苹
果价格在每斤4元左右，算上每斤2

毛钱的冷库费用，现在4元出库，

几乎不赚钱，白存三个月。“最关
键的是收苹果的特别少，想卖苹果
特别难，现在担心后期会落价。”

据沂源县中庄镇黄土崖村的张
立才介绍，目前当地的冷库果价格
稍微高一些，每斤4 . 2元左右，但同样
面临销售难的问题。他家的果园产了3

万斤苹果，到现在也是一点儿没卖。
“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收苹果的，有
收的，也只是要一点儿好的。”

据了解，黄土崖村有500多户果
农，目前仅有几户村民家的苹果全
部卖完，绝大多数村民的苹果还都
在冷库存着。

栖霞市观里镇大山口村孙维国
家，去年果园产了8万斤苹果，苹果
收完后，只卖掉一小部分，大部分存
冷库里。“现在价格和苹果刚摘下来
的时候差不多，但是销得更慢了。”

观里镇苹果经纪人刘国军介
绍，往年春节前二十天，当地的库
存苹果能销售将近一半，今年销售
量不到十分之一。

价格过高，

市场销售速度大幅放缓

不少果农都反映，今年冬天收
苹果的果贩特别少，即使果贩收，
也特别挑剔，专挑好的。同时，今
年果贩的收购量也很小，不像往年
那样“敞开”收购。

沂源中庄镇的朱贵义，常年
向南方销售苹果。他说，今年由于
苹果价格高，市场上销售特别慢。
往年，往南方发一车苹果（大约21

吨），只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就可
以批发完。今年同样的量，则需要
半个月才能批发完。“主要是销售
价格太高，消费受到抑制，导致苹
果走货特别慢。”

苹果经纪人刘国军，在当地
常年帮客商联系货源。他介绍，
往 年 每 天 都 要 为 客 户 装 一 车 货
（2 0多吨），今年三五天也装不
了一车，主要是价格高，客户销
售得慢。

不少收购商还反映，今年苹果
销售迟缓，除了价格较高之外，还
有一个原因，就是往年公款采购的
“福利苹果”，最近两年被叫停，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春节前苹
果消费热潮。

行业人士分析，

后期苹果价格将会走低

因为苹果价格太高，影响了市场
消费，从而导致果农卖果难；也因为苹
果入库价格太高，现在价格低了，果农
也不会卖。目前苹果市场似乎陷入胶
着状态，果农也陷入两难——— 价高了
卖不掉，价低了又不卖。

常年活跃在市场上的收购商和
经纪人都认为，后期苹果价格下跌
的苗头已经显现。据刘国军介绍，
元旦前，当地的80果能卖5块多钱
一斤，现在每斤已经落到四块五到
五块钱，没有超过5块钱的。

去年秋季，苹果入库价格较高，
对于其中的原因，烟台市苹果协会会
长姜中武认为，由于2013年存冷库果
后期价格上涨，冷库储存苹果的都赚
钱了。因此，2014年苹果采摘后，果农
惜售心理普遍，收购价格持续走高。

姜中武认为，目前大部分冷库
处于饱和状态，如果在春节销售旺
季销售的不理想，节后果农将会集
中抛售，将对市场造成一定冲击，
从而拉低苹果价格。

苹果有价无市 果农又喜又忧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伟

为加强农机农艺融合，推进现
代农业发展。近几年来，诸城市在
抓好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的同时，
着力提高农业生产标准化、规模化
水平和组织化程度，全面推进经济
作物和设施农业机械化，加快了现
代农业建设步伐。

“科技融合”惠乡亲

如今，诸城市的农民逐步打破
传统的耕作模式、种植理念，积极
推广应用秸秆还田和免耕播种保护
性耕作的新技术，取得了省工、省
力、增产、增收的良好效果。尽管
农民变‘懒’了，但效益却变好
了，玉米和小麦免耕播种技术得到
了农民充分认可。

诸城市农机技术推广站站长、
高级工程师台沐云说：“这种作业
模式的最大好处是免耕少耕和秸秆
粉碎还田，在不改变土壤结构的前
提下为玉米和小麦的生长创造了一
个好的苗床，然后紧跟着施肥、播
种、复土、镇压，免耕施肥播种机
可以同时完成多道工序。”

近几年来，诸城市围绕着这一
高产栽培技术，把农机农艺结合贯
穿于整个工作过程。在制定机械化
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时，农机农技
专家共同参与，围绕秸秆覆盖、免耕
播种等技术的推广，注重配套玉米
直播密植、小麦宽带栽培等高产栽
培技术，既充分发挥农机自身优势，
又注意配套农艺措施的应用，让工
程技术与农艺措施协调配套，使机
械化保护性耕作的推广更加符合当
地实际，得到农民认可。

“科技亲家”俏乡村

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难，一直
是困扰诸城市舜王街道柳家庄蔬菜
种植大户柳吉周的一块“心病”。眼
下，他的这块“心病”没了。在市里农
机专家的帮助下，柳吉周用上了臭
氧消毒杀菌机、根治根结线虫专用
机等先进农机装备，不仅达到了防
病治病、减少农药用量和降低成本
的功效，而且蔬菜产量高、品质好。
更让他惊喜的是，农机部门还引进
了智能精准气肥机，通过精确测量

温室大棚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自动
补充大棚内的二氧化碳，使大棚内
二氧化碳始终保持在植物进行光合
作用所需的最佳浓度，实现了大棚
农产品的增产增收。

近年来，诸城市积极引进推广
了大棚卷帘机、二氧化精准气肥
机、根治根结线虫专用机、紫外线大
棚杀菌灯、微滴灌设备等先进设施
农业机械，以提高设施农业先进机
械装备水平，真正生产出高产高品
质绿色环保农产品，实现农民增收。

说起这些先进的农业机械设
备，诸城市相州镇相府蔬菜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理事长张培法感触颇
深：“都知道无公害蔬菜值钱，可
就是不知道咋种、咋管理？现在用
上了这些先进设备，不但免除了农
药使用，产品达到绿色食品标准，
产量还跟着增加了。”

“科技保姆”受青睐

入冬以来，农机“土专家”赵
佃相可成了大忙人了。这也难怪，
因为人家不但被市里聘为“特邀农

机技术推广员”，还是农业部命名
的“全国农机示范大户”呢。

1月14日一大早，赵佃相就开着
他的“科技服务直通车”赶到了诸城
市枳沟镇普庆社区张祖均的蔬菜大
棚。根据约定，他要指导张祖均调试
二氧化精准气肥机，并给他带来了期
盼已久农机新技术资料。张祖均高兴
地说：“赵师傅是俺请来的‘科技保
姆’，有他给支招，俺心里有底！”

“自从俺聘请赵师傅当‘科技保
姆’后，不但解决了农机使用中与农
艺衔接的许多技术难题，而且还帮俺
获得了不少作业市场信息，收入也明
显增加……”谈起“科技保姆”带来的
好处，舜王街道东疃村的农机户咸耀
强打开话了匣子就收不住。

目前，诸城市已有近千名“田秀
才”、“土专家”通过培训拿到了“上
岗证”。他们常年活跃在农业生产第
一线，充当“农机科技特派员”、“农
机技术推广员”，把农民最需要的现
代农机科技送到农民手中，成了农
机手的贴心服务员、娘家人，被亲切
地誉为“科技保姆”。（徐春光）

诸城：农机农艺融合助现代农业大发展

1月13日，平原县王庙镇前杠
子李村李红(右二)正在加工制作出
口的项链。今年29岁的李红在浙江
义乌学了一手加工首饰的技术，在

家乡创业好政策的感召下，办起了
首饰加工厂，产品远销美国、日
本、韩国、朝鲜等国家。在她的带
动下，本村以及周边的100多名农
村妇女依靠加工项链、耳环、耳
坠、等手工艺品走上致富路。

(李庆霞 郭书华 摄)

1月21日，阳谷县侨润街道
国庄粉条专业合作社社员在晾晒
“绿色”粉条。阳谷县坚持面向
市场，搞好农产品加工，国庄利

用传统生产红薯粉条已有百年历
史。通过红薯粉碎，制浆炉火加
温，铁锅蒸煮，自然晾晒等8道
工艺，不加任何添加剂，保证了
产品自然绿色，产品声名远扬，
畅销全国各地，地头收购价在9

元/公斤。 （张培月 摄）

小首饰走俏大市场 “绿色”粉条卖得俏

憎农膜的种类越来越多，我想
咨询一下，都有什么具体的作用么？

答：地膜有无色与有色之分。
无色地膜即透明地膜，透光率和热
辐射率达90%以上，目前，已广泛
用于低温、保温、增温上。随着农
业科技的发展，有色地膜已开始应
用于农业生产。有色地膜好处很
多，品种也多种多样。

乳白地膜：热辐射率达80%～
9 0%，接近透明地膜，透光率只有
40%，对于杂草有一定抑制作用。它
主要用于平铺覆盖，可较好解决透
明地膜覆盖草害严重的问题。

绿色地膜：对自然光透射有选
择性，能抑制杂草叶绿素形成。绿色
地膜的作用是除草为主、增温为辅，
可替代黑色地膜用于春季除草。

黑色地膜：夏季高温时用于除
草降温，还可用于某些蔬菜作物的
软化栽培。由于它几乎不透光，杂
草不能发芽和进行光合作用，因而
除草效果显著。黑色地膜在阳光照
射下，本身增温快、湿度高，但传给
土壤的热量较少，故增温作用不如
透明膜，夏季白天还有降温作用。使
用时将其平铺于地面，让作物露出
膜外，也可平铺于作物行间。

黑白两面地膜：夏季高温时降
温除草效果比黑色地膜更好。黑白
两面地膜一面为乳白色，另一面为
黑色，覆膜时白色面朝上、黑色面
贴地，白面增加光反射、黑面阻止
阳光透射，因而白天降温效果比黑
色地膜要好。它主要用于夏季高温
时降温除草。

银灰色地膜：秋季覆盖用于驱
蚜防毒保墒，还有除草的作用。透
光率为15%，反光率高于35%，反光
中带有红外线，对蚜虫有驱避作用。
而蚜虫是病毒病的主要传播媒介，
防虫可起到防病毒病的作用。其透
光率低，对杂草有抑制作用。覆盖一
般采用平铺方式。大棚蔬菜在通风
口处挂银灰色地膜能防蚜。

银黑两面地膜：夏秋高温时既
可驱蚜防毒，又可降温除草。其一
面为银灰色，另一面为黑色。覆膜
时银灰面朝上，黑面贴地。银黑两
面膜反射作用更好，土壤降温作用
更为明显。银灰面有驱蚜防毒作
用，黑面可阻止阳光透射，降温除
草。由于能反射更多的紫外光，因
而银黑两面膜具有抑制蔬菜徒长的
作用。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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