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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沂源县雁崖镇大马岭
村村民林青宝接到了客户的订单，
冷库里存着的2万多斤苹果终于有
了着落。接下来的两天时间，林青
宝给客户打了七八个电话，好歹是
把苹果的价钱从每斤1 . 8元抬到了
1 . 83元。“这已经不错了，一斤能
赚一两毛钱，年前我卖的苹果全都
赔了。”林青宝说。

今年苹果陷入了“价低卖难”
的困境，马上进入六月，苹果销售
的最后期限已经到来，记者前往栖
霞和沂源两大苹果主产地进行调
查。

苹果丰产年

价格跌至冰点
春节前，林青宝卖了近2万斤的

苹果，按照当时的价格赔了不少钱。
“当时卖的苹果好的每斤卖一块多，
低的每斤五六毛钱就出手了。”林青
宝说，“没办法，能找到收的就不错
了。贵贱都得往外卖，不然等到最后
都得烂到自己手里，少赔点是点。”

林青宝种苹果已经近30年了，
对苹果种植中的各项投入了如指
掌，他给记者详细算了一笔账：苹
果袋一个三分五到四分钱，人工套
袋一天工费120元，还得管饭。一个
人一天套2000个袋，平均到一个苹
果上光套袋就是一毛钱。加上近
2000元的化肥费用，1000元左右的
农药费用，200元左右的疏果、采收
费用，算下来一斤卖到一块二才能
保本。如果再放到冷库存储的话，
还得加上五毛钱左右的冷藏和包装
出库的费用，一斤得卖到一块七才
能保本。今年的苹果收购价长期低
于林青宝算出的保本价。

苹果“价低难卖”不仅出现在
沂源县，在被誉为“苹果之都”的
栖霞市也是如此。“从上市以来，
苹果销售情况就不理想。我们冷库
存了600多万斤的苹果，现在还有
200万斤没有出库。现在已经快放不
住了，下个月肯定都得卖出去。今

年果农大部分都赔了钱。”栖霞市
瑞祥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成刚
说，苹果入库存储了将近9个月，
这期间外地客商过来选购苹果的人
数，比往年少了大半。

在合作社冷库外的车间内，记
者见到了正在进行装箱加工的果农
冯德华。52岁的冯德华是栖霞市蛇
窝泊镇大柳家村村民，种苹果已有
30年了。“我家小女儿还在上学，
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今年种苹果没
赚着钱，我就来合作社打工赚点
钱。”冯德华说，“你说恼人不恼
人，今年产量比去年得高三分之
一，大家都本来以为能赚一笔，谁
知道这价格低成这样。”

记者从山东省果茶站了解到的
数据显示，2015年山东省苹果总种
植面积4 5 0万亩，比上年减少7万
亩，苹果总产量958 . 4万吨，比上年
增加28 . 7万吨，增3 . 1%。苹果主产
区业务部门统计的2 0 1 5年苹果产
量，比上年增10%左右。

虽是丰产年，但全省各苹果产
区自采收期至今，销售价格大幅下
滑。栖霞等地2015年秋季采收期苹果
平均收购价格为2 . 5元/斤，比上年同
期下降30%左右。2016年3月底出库价
格在1 . 0元/斤至2 . 0元/斤之间，比上
年同期每斤下降1 . 0元和2 . 0元，大部
分地区苹果出库价格已接近生产成
本，有的甚至是亏损出库。

积极性受挫

果农砍树改种
苹果上市没多久价格一路下

跌，即便如此仍是“有价无市”，
对果农来说打击不小。记者采访发
现，部分果农砍掉了种植多年的苹
果树，改种别的作物或者种上了新
品种苹果。

苹果亩产在七八千斤，按照林
青宝最近这批出货的苹果价格来
算，一斤赚两毛钱，一亩也不过赚
了1000多元。他家六亩地一半赚一
半赔，受挫的林青宝今年刨了一亩

地的苹果树，改种上了樱桃。“我
先把一块种了二十多年的老果园改
成樱桃试一试，樱桃比苹果省工、
省时，投资比苹果小，效益还可
以。”林青宝说，“种了这么多年
的苹果肯定也是舍不得，但是行情
这个事咱也说不准，还不如种点省
事的东西，我们这儿有个村苹果树
全刨了，改栽樱桃了。”

“我们村今年减了50亩左右。”沂
源县雁崖镇东辉村村民琚士峰说，

“如果行情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今
年冬天砍树的肯定更多。砍了重新
更新换代，种点好的品种或者别的
作物都能比现在强。”

王成刚有个机肥厂，果农受挫
从肥料用量上也表现出来。“今年行
情不好，果农也不想投入太多成本
了，从我这儿拉肥料的明显少了。”
王成刚说，“但是伐旧栽新也不是个
坏事。我们这儿苹果品种、树龄都太
老了，30年以上的得占一半以上。借
着行情不好的时候升级换代，虽然
是无奈之举但也是一个机遇，可以

大大的提高苹果品质。”

高价收低价卖

经销商赔钱成定局
果农赔钱，经销商的日子也不

好过。“‘老客’都赔大了，行情
谁也看不懂，赔着也得往外卖。”
王成刚说。王成刚说的“老客”是
指苹果经销商们，栖霞作为省内苹
果主产区，各大冷库都有长期联系
的经销商。每年收果期，经销商从
果农那儿高价收购来品质较好的苹
果，存在冷库内随时调卖。

进入五月，苹果价格有所回升，
每斤达到了两块钱左右。即便如此，
相对于去年两三块的收购价，再加
上冷库的费用，经销商只不过是少
赔了点。“到5月份了，价格还拉不上
去，今年存苹果赔钱是板上钉钉的
事了。经销商们一斤三块多买入，冷
库存上几个月再两块卖出，存的越
多赔得越惨。”林青宝说。

在合作社的冷库外，记者碰到

了前来出库销售的经销商王果富
（化名）。“我干这行也有些年头
了，今年真的是很困难。现在很多
南方水果都上市了，这些苹果给钱
就得出手。”王果富说。

遭遇滑铁卢

产业改革迫在眉睫
分析苹果价格跌落的原因，得

从近年来苹果价格走势说起。自2010

年以来，山东苹果产地收购价格呈
持续上扬的态势。据省统计局统计，
2014年全省苹果产地平均收购价格
3 . 2元/斤，达历史最高水平。

高价收购的结果是种植面积和
产量的较大增幅。近十年来，全国水
果发展迅猛，2010年至2014年，全国
水果产量年递增6 . 6%，其中苹果产
量年递增5 . 3%。“陕西、甘肃等西部
产区苹果发展势头强劲，产量大增，
对山东苹果形成激烈竞争。供大于
求，苹果价格自然跌下来了。”山东
省果茶站副站长王志刚说。

“目前市场上，一年四季都有
新鲜的水果上市，大大挤压了苹果
的空间。苹果价格明显高于柑橘、
香蕉等南方水果，同时，进口水果
对我国苹果市场也带来较大的冲
击 ， 这 才 导 致 了 苹 果 难 卖 的 情
况。”王志刚说，苹果卖难还反映
在出口量逐年下降上，2014年全省
苹果出口量38 . 4万吨，比2010年减
少18 . 3万吨，减32 . 3%；2015年出口
量30 . 6万吨，比2014年下降20 . 3%。

“苹果产业是我省的优势产
业，”王志刚说，“根据我省果
品 产 业 提 质 增 效 转 型 升 级 的 要
求，要积极谋划好苹果产业的发
展，推进果品产业的供给侧结构
改革。”

王志刚建议，从长期来看，可
以引导果农借这个时机进行升级换
代，发展苹果现代矮砧集约栽培模
式，建设一批适应机械化管理的现
代果园，大幅降低人工成本。

“苹果主产区政府及有关部门
应大力推广农产对接、企超对接、电
商平台等销售方式。”王志刚说，“同
时，扶持果品加工业的发展，研发精
深加工新工艺、新设备，拓展产业链
条，提高果品附加值，打造一批苹
果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
牌，提高山东苹果在国内外市场的
知名度和竞争力。”

农村大众报济宁讯 （记者祝
超群 通讯员张美荣 陈峰）以往
麦收时节，种粮大户和农机手之间
总会存在供求信息上的不对称。为
此，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种粮大户
王成忠联合几名新型职业农民与天
津易田科技成功签约，注册了易田
靠谱作业平台，种粮大户和农机手
之间实现了信息互联互通。

王成忠告诉记者：“我希望借

用这个平台，让种粮大户们节省开
支、节约成本，同样也扩大了农机
手的作业范围，从而实现一举两
得，让农业经营更有效益。”目
前，平台已有500个种粮大户登记
注册收割，并将作业地块进行了
线上发布；同时线上也聚集了100

余户农机手会员。平台负责人刘洪
广说，靠谱作业平台通过收集建立
种粮大户和农机手两端真实信息，

不仅能够及时发布种粮大户的用
机需求，还能通过大数据分析作
业数据，为政府部门提供全国各
地的农业作业进度及跨区作业趋
势。

新兖镇农机手路国田说，原
来自己只在乡镇范围作业，通过
易田靠谱作业这个平台，今年考
虑到周边乡镇以及河南、河北等
地 作 业 。 “ 农 机 手 靠 着 这 个 平

台，能够合理安排作业，增加不
少效益。”不仅如此，平台上的
“曹操快修”板块还可以为农机
手提供作业地就近的维修站信息
以及定位导航等服务，节省了农
机维修时间。

兖州区农机局局长周广明说，
靠谱作业平台架起了种粮大户和农
机手之间紧密联系的桥梁，有效降
低农业机械作业成本。

兖州种粮大户自建农机作业平台
和农机手实现零距离对接，作业服务可网上预订

价低难卖，果农挣不回本钱，生产积极性受挫

风光不再，山东苹果站在转型十字路口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干热风，
风热干，
要有条件三个三。
(湿度低于30%，气温

高于30℃，风速大于3米/

秒)。

冷库车间内，前来打工的果农正在对苹果进行装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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