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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艺学会苹果分会2018年
学术年会暨全国苹果产业发展高峰
论坛10月27至28日在蓬莱市隆重举
行。会议的主题是：苹果科技创
新，助力乡村振兴。会上，9位果
树专家、政府部门官员、果树企业
家作学术报告，聚焦苹果产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和绿色发展。

听完上述专家的报告后，中国
工程院院士、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束
怀瑞作报告，从宏观的角度对我国
苹果产业发展提出建议。

束怀瑞说，中国人均苹果26公
斤，高于世界人均25公斤的水平。
但是分析起来，我们总感觉到吃苹
果的人少，吃到高档苹果的人更
少。过去，在屋里放一个苹果，满
屋子飘香。现在，生产的苹果很少
有香气，放一箱苹果也闻不到香
味。有关果树生产，国家的政策是
提质增效，降低成本，肥药双减，
绿色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生产的苹
果不仅外观好看，还要好吃，吃了
还想吃。在我国适合发展苹果的区
域，选育最好的品种，生产出最好

吃的苹果，发展到一定的规模，降
低成本，提高效益，是苹果产业亟
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束怀瑞说，2017年我国苹果面
积3893万亩，总产量4139万吨，分
别占世界的 5 6 % 和 5 2 % ，高档果
13%。平均单产低，质量差，烂果
多，生产规模小，劳动力成本高。
怎样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满足
苹果产业发展的需要，建议重点做
好下面几方面工作。

——— 以提高效益为中心，既要
提高经济效益，也要提高生态效益
和资源效益。陕北的洛川发展苹果
绿化了荒山，增加了降雨量30%，
生态经济林为土壤储存了水资源。
山上的树木，根系向下发展，97%

的靠自然水生长。果树生产要遵循
乔木储水规律，山地要上中下统
筹，乔灌水草结合，解决水的问
题。

——— 理论联系实际，把解决生
产实际问题作为科研的根本任务，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要围绕苹果产业发

展，从土壤肥力培育，到新品种选
育、老果园改造、现代果园建设、
果树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治、果园
机械化的全过程，坚持实践第一的
观点，只有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新
产品、新技术，才是可以推广的。

——— 树立国家人才的观念。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要有国家人
才观，科研人员的工作是为国家
服务，在岗位上奉献是为国家尽
一份责任，而不是个人奋斗，为
了私人利益、小团体利益。人才
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发挥团队的
作用，形成合力，才能干大事，
出大成果。

据介绍，黄土高原优势区苹
果种植面积为1937 . 25万亩，产量
1928 . 86万吨。环渤海湾优势区苹
果种植面积为 1 4 3 6 . 4万亩，产量
1238 . 78万吨。目前西北旱区苹果
种植规模已占全国60%，全国苹果
种植中心 向 西 部 优势区 持 续 迁
移。无论是黄土高原优势区，还
是环渤海湾优势区，在苹果产业
发 展中遇 到 的 许 多 问 题是相 同

的。这些问题是：单产水平低；
千家万户生产经营方式，造成果
品质量 可 控 性 差 ， 标 准 化 水 平
低，从而导致一流的果品，三流
的 商 品 ； 人 工 短 缺 ， 果 农 老 龄
化，后继乏人；劳动力成本逐年
攀升，市场竞争力下降；品种老
化，结构单一；老龄郁闭果园面
积大；标准化程度低；生产设备
简 陋 ， 机 械 装 备 匮 乏 ； 土 壤 酸
化，肥力水平低；果品加工产业
落后。

因此，专家提出在苹果栽培管
理技术上应采取以下对策：推广优
新品种，开发广适、多抗矮化砧
木；加快发展矮砧栽培模式，推动
栽培制度转型升级；实施成龄郁闭
果园优化改造，提质增效；推广应
用精准高效省力化栽培新技术；加
快提升果园装备机械化水平；加强
果园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采后
加工处理产业。解决生产中的关键
技术问题。

作为环渤海苹果优势区典型的
代表，蓬莱苹果产区以其优越的地

理位置，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良的
苹果品种，精细的管理技术，优质
价高而闻名。蓬莱苹果栽培面积
33 . 9万亩，产量84 . 3万吨，优质果
率达85%以上，高档果占40%以上，
农民的人均纯收入80%以上来自于
苹果产业，苹果是该市农业经济的
支柱产业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全国苹果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苹
果产业化发展水平高的蓬莱市举
办，对于引领我国苹果产业持续绿
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论坛，是由中国园艺学会
苹果分会主办，蓬莱市人民政府、
山东园艺学会承办，蓬莱市农业
局、蓬莱市元峰果业专业合作社协
办的。中国园艺学会苹果分会理事
和常务理事40余人、国家苹果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与试验站2 2

人，以及来自15个苹果主产省市的
代表共计296名代表出席会议。与会
代表还兴致勃勃参观了蓬莱市元峰
果业专业合作社元富红苹果矮砧密
植集约化栽培示范园、苗木繁育基
地等。

全国果树专家云集我省蓬莱，聚焦苹果产业转型升级。束怀瑞院士———

既要提高经济效益，也要提高生态资源效益
农村大众报记者 陈建志 通讯员 刘观浦 季兴禄

最近，新一轮棉花轮入迟迟没
有开展，这也导致棉花市场价格一
直处于低迷状态。

所谓棉花轮入，就是国家有关
部门通过相关棉花储备仓库，按照
国家制定的价格，来收购市场上一
定数量的皮棉，作为储备用途。
2018年新棉花的轮入工作始终没有
展开，这使得新棉的后期市场行情
一直不被看好。

卓创分析师王书童介绍，10月
份新棉集中采摘上市，因期货价格
处于低位，加之棉花工商业库存处
于高位，市场供应宽松，现货棉花
市场购销不活跃，价格从上市开始
一直下滑。目前新疆地区机采棉价
格5 . 90元/公斤，较9月底开秤价格
下滑了0 . 4元/公斤左右，而去年同
期价位是6 . 10元/公斤。

笔者了解到，9-10月份，皮
棉价格一直低迷的原因，主要和
国储棉轮出延期有关。7月31日，
全国棉花交易市场联合中国储备
棉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为
保证新棉上市前棉花供应稳定，
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2 0 1 7 年到
2018年度储备棉轮出销售截止时
间为9月30日。也就是说，2017年
到2018年度储备棉的轮出时间延
长了，而2018年到2019年度新棉
轮入时间也延后了。

这段时间，虽新棉已陆续上
市，但纺织企业的采购重点仍然是
竞拍国储棉。由于储备棉比新棉每
吨便宜500元，所以规格相同的新
棉也就没了销售优势。

不过，最近棉花行业却出现了
这样的传闻：储备棉再次启动收

储，也就是说，新一轮的棉花轮入
将要开始。市场的焦点也将从国储
棉转为即将轮入的新皮棉。那么，
这条传言是否会成真呢？

王书童分析认为，储备棉再次
轮入的可能性很大。原因是剩余的
储备棉库存不多，截至9月30日剩
余储备棉总量276万吨，低于300万
吨的安全数值，而且276万吨储备
棉中有部分达不到市场正常指标。
棉花作为重要的战略储备物资，需
要保持合理库存，这为棉花再次轮
入的启动创造了客观条件。

卓创资讯认为，目前剩余的
2 7 6万吨储备棉，并不足以支撑
2019年上半年的轮出拍卖。除此以
外，2018年到2019年度的国内棉花
市场也存在一定缺口，缺口数量大
约为53 . 4万吨，虽然从这个数据看

数字并不突出，但未来棉花市场的
缺口还会逐渐扩大。另外，在10月
14日中国棉纺织大会上，相关协会
的发言中提及了国家棉花轮入制度
将会在适当时机启动。

王书童预测，一旦棉花轮入开
启，国内棉花的市场价格马上也会
应声反弹。不仅如此，考虑到国家
“优化储备棉库存品质结构，少量
轮入高品质棉花”的要求，本次轮
入棉花将主要为新疆棉、进口棉为
主。

综合国内外各种消息，卓创资
讯预判，2018-2019年底储备棉进
行轮入的概率非常大，建议棉花种
植户、贸易商可以趁着政策的利好
影响，在四季度择机出售手中棉
花，达到收益最大化。

（央广网）

未来棉花市场缺口会逐渐扩大

农业农村部10月23号再度通报
2起非洲猪瘟疫情。按照《农业农
村部关于切实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调
运监管工作的通知》，两个以上
(含两个)市发生疫情的省，暂停这
个省所辖各市生猪和生猪产品出
省。至此，生猪市场调运发生变
化，国内猪市由调猪变为调肉，生
猪价格也出现了“南北分化”的局
面。

分析师预计，后期南方新发疫
情片区猪价分化走势或愈发明显；
而北方市场需求疲软，供应相对宽
松，短时间内将维持低位盘整态
势。

今年8月以来，一场突如其来
的非洲猪瘟疫情，让全国各地实行
更加严格的生猪调运政策。随着生
猪调运难度的增加，南方一些地区
生猪价格出现了不小的波动。湖北
省三湖畜牧有限公司负责人何信龙
告诉笔者，当地的生猪价格一直呈
下滑趋势。

何信龙表示，湖北省内虽然还

未发生一起非洲猪瘟疫情，但由于
区域性生猪的消费不足，造成生猪
被动压栏，供应过剩，价格走弱。

何信龙介绍说，他们跟周边市
场，主要是跟西部的四川，重庆，
西南的贵州，云南，猪价相差的很
大了，重庆的是10元，云南的是8

元多，周边的高价地区，他们的猪
都去不了，他们被封闭以后，猪价
处在一个下滑趋势。

进入10月份以后，国内生猪价
格整体呈现下滑态势，据卓创数据
监测，截至10月25号，全国外三元
出栏均价13 . 72元/公斤，比月初下
滑1 . 86%。

卓创资讯分析师张莉莉表示，
国内多地价格呈现分化走势，主要
是因为各省生猪养殖及屠宰分布不
均。主产区东三省、河南等养殖量
较大，屠宰企业难以完全消化省内
生猪，造成猪源过剩，价格下滑。

张莉莉介绍说，国内猪肉主销
区主要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
等人口密集地区，环保政策严厉，

限养禁养区较多，因此养殖量严重
不足，多数省市屠宰企业猪源依靠
外省调入，禁调后猪源紧俏，价格
上涨明显。

目前，全国生猪市场出现南北
两极分化的情况。非洲猪瘟给生猪
市场带来的影响虽然有限，但依然
是主产区兼疫区的河南及东北市场
价格低迷的主要原因。张莉莉告诉
笔者，疫情发生后，北方地区生猪
价格深跌至低位，维持盘整态势。

“目前河南省外三元出栏均价
为11 . 9元/公斤，而东北良杂猪主
流价格仅为9 . 96元/公斤；第一例
疫情发生地辽宁市场更是连续两个
月价格排位全国最低。”张莉莉
说。

而在南方，作为主销区的浙江
市场禁调措施实施后，出现了猪价
上涨的态势，外三元出栏价格最高
涨到21 . 0元/公斤。另外，云南及
贵州确诊疫情后，猪价也出现迅速
上涨，截至10月25号，外三元出栏
价格涨至17 . 73元/公斤。

张莉莉预计，后期南方新发疫
情片区猪价分化走势可能会愈发明
显；而北方市场需求疲软，供应相
对宽松，短期内会维持低位盘整态
势。

10月1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通知文件中明确提出：切实加强
调运监管，鼓励畜禽产品冷链运
输、冷鲜上市，运输生猪等活畜禽
的车辆不再享受鲜活农产品运输
“绿色通道”政策。张莉莉对此表
示，远距离生猪调运成本可能会
有一定程度的增加。“生猪调运
车辆高速运输不再免费，无形中
增加了远距离生猪调运的成本，
目前国内多地生猪跨省调运已被禁
止，因此仅是生猪省内调运成本小
幅增加。调运量较少的中间商或选
择非高速运输，对生猪活体调运起
到一定抑制作用，同时给冷链物
流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政策面条
件。”张莉莉分析说。

(季盈盈 赵晶)

“调猪”变“调肉”，生猪价格出现“南北分化”
天凉了，火锅店的生意又热闹起

来。秋冬时节，不少人开始选择吃羊
肉进补，羊肉需求量上涨，价格也一
路走高。更为重要的是，市场供应持
续紧张，偃旗息鼓了好几年的“羊贵
妃”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近日，笔者走访潍坊几家农贸市
场发现，羊肉十分走俏，每公斤卖到
66元，带肉羊骨每公斤56元，比国庆
节前上涨了七八元。不少商贩表示，
今年天气冷得早，羊肉价格也提前上
涨。

羊肉消费火爆，毛羊的价格自然
也差不了。潍坊高密养羊户刘先生主
要养殖的是小尾寒羊。前几年因为行
情不好，大部分都卖掉了，现在还有
1 0 0多只，其中 4 0多只在今冬能出
栏，每只羊将净赚六七百元。

到今年第三季度，价格上涨速度
明显加快。据统计，今年7月份的羊
肉集市均价达60 . 66元/公斤，同比上
涨11 . 5%；8月份为61 . 01元/公斤，同
比上涨11 . 7%；9月份达到61 . 93元/公
斤，同比上涨11 . 3%。中国肉类协会
牛羊业分会秘书长高观介绍，进入第
四季度，涨势还在继续。

据商户们反映，2011年至2014年，
羊肉价格一直上涨，2013年最高时接
近80元/公斤。从2015年初羊肉价格开
始下降，最低时每公斤40元，这样的价
格一直持续到2016年底。2017年11月份
后，市场上的羊肉零售价格超过60元/

公斤。
高观介绍，前两年羊价低的时候，

养羊的人退出比较多，羊的存栏量随
之下降，导致现在市场供不应求。此
外，养殖成本上升和猪肉消费转移，也
是导致羊肉价格上涨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羊肉产量一直维持
在1%左右的速度小幅增长，但远远赶
不上需求量的增加。2017年，我国羊肉
消费量达492万吨，国内羊肉产量仅
468万吨。与此同时，进口量增长较
快，去年，羊肉进口量为24万吨，今
年前七个月进口增幅达25 . 3%。

高观表示，从目前来看，市场供
不应求的局面预计还将持续一段时
间，未来羊肉价格还将维持高价位。
为此，他建议，要加强对牛羊养殖业
的扶持力度，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供应
短缺的问题。 （杨直）

天气渐冷，

“羊贵妃”或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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