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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减产价不高 有的价高不够卖
今年种桃行情如何？听听种植户们都咋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姬飞燕

秋天吃桃正当时。记者日前在
市场上看到，现在桃子的品种可真
不少，蜜桃、黄桃、蟠桃……几乎
每家水果店都辟出相当面积的摊位
摆放各种桃子。市场上的桃子琳琅
满目，桃农的种植效益又如何呢？
近日，记者就此问题进行了调查采
访。

受气候影响

不少桃园歉收减产

8月19日，记者在济南市历城
区华龙路新隆嘉连锁超市看到，成
人拳头大小的水蜜桃每斤3 . 5元，
这两年卖得挺火的一等突围桃每斤
2 . 5 8元，个头稍小的则只有1 . 9 9

元。
与新隆嘉距离不远的忠力连锁

超市内，个头挺大的大毛桃标价每
斤2 . 9元，但买的人不多。负责该
摊位的店员介绍，由于桃子走货不
快，又不易贮存，他们也不敢大量
上货。

在济南市大润发历下店，这里
的桃子品种也挺多，有临沂久保
桃、黄油桃、潍坊黄金蜜桃、肥城
水蜜桃、蒙阴水蜜桃等多个品种，
价格较之往年很亲民。临沂久保
桃、蒙阴水蜜桃每斤都是两元多，
最贵的黄油桃、黄金蜜桃每斤也只
5元多。8月21日11时许，超市内客
流量还算可以，但记者在桃子摊位
逗留了近1个小时，各类桃子无人
问津。

秋天，本该是果农最忙的季
节，但进入8月，武城县李善社区
书宁果蔬合作社理事长闫书宁却闲

了下来。“我们合作社的桃子以早
熟品种为主，六七月份成熟，7月
20日左右就卖完了。”闫书宁介
绍，2009年，他牵头成立了书宁果
蔬合作社，经过几年的摸索，2014

年开始带着社员一起种桃子。他们
种植的桃子主要是早熟品种鲁红
6 1 8，效益一直不错。为了创品
牌，他们一直坚持绿色种植。

虽然桃子都已顺利出手，但闫
书宁对今年的收成不太满意。他
说，今年春天连续遭遇倒春寒，导
致桃子欠收，价格也跌了不少。往
年每亩桃园产量都在六七千斤，今
年只有四五千斤。去年鲁红618每
斤批发价两元左右，今年只有1 . 3

元-1 . 4元。
不过，让闫书宁欣喜的是，去

年合作社新栽的两个黄桃新品种，
今年都少量挂果了。“虽然是初次
挂果，每亩只有千八百斤，但价格
不错，每斤批发价4元左右，而且
很抢手。”闫书宁说，不管种哪种
桃子，每亩的成本都差不多，得两
千元左右，但品种更新了，效益一
下就上去了。他决定，明年再引进
一些黄桃新品种。

没有品牌没名气

好桃子难卖好价钱

与闫书宁不同，入秋后，阳谷
县寿张镇冀王村的冀相全格外忙
碌。4年前，冀相全和弟弟冀相爱
在孙庙村流转150亩土地，建起了
芯蕊家庭农场。农场里果树品种不
少，种了80亩桃子、30亩苹果、20

亩梨、10亩葡萄，还栽了些苗木。

眼下，这些水果陆续成熟，他和家
人成天待在地里忙得不可开交，另
外还雇了十来个工人帮着打理果
树，摘水果、打包、装运。

“园子里还有 7万斤黄桃没
卖，这几天正忙着联系客户，摘
桃、卖桃。” 8月 1 8日晚上 1 0点
多，冀相全才结束了一天的忙碌。

冀相全介绍，他种的80亩桃子
主要是中晚熟品种，现在正值成熟
期。今年桃树先是开花坐果时遇上
了倒春寒，后是生长期雨水偏多，
病害较多。多重因素影响，今年亩
产只有6000斤左右。他家的桃子主
要走批发，今年的价格也不太好，
去年每斤桃子能卖到1 . 5元，刨去
人工、水肥等各种费用，亩纯收益
2500元。今年歉收加上价格上不
去，每亩要比去年少收入千八百
元。

“咱家桃子品质没的说，首先
是品种好，再就是在种植管理上，
采用的是传统套袋技术和生物农药
防病虫害，人工除草还田，施有机
肥，可以说是绿色种植。但是，好
桃子却没卖上好价钱，我觉得主要
原因还是没自己的品牌，没闯出名
气。”冀相全说，下一步，他准备

给农场的桃子注册“冀王离核蜜
桃”商标，并在绿色种植上再下些
功夫。对未来的发展，冀相全有着
自己的打算。

独辟蹊径

10元一斤不够卖

打品牌有多重要，临沂市兰山
区李官镇禾雨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张敬连早就付诸了行
动，尝到了品牌带来的甜头。

种桃子之前，张敬连是搞农业
技术服务的。2014年，他牵头成立
了李官镇禾雨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
作社。李官镇素有“鲁南桃乡”的
美誉，桃树种植面积相当大，张敬
连对当地的桃树品种了如指掌。在
农业技术服务中，他发现，由于一
些桃树品种过于老旧，品质低下，
价格上不去，经常出现果贱伤农的
情况。怎样改变这一状况呢？张敬
连决定自己种桃子，而且要种高端
桃，打品牌，他希望在自己的示范
带动下，让乡亲们能靠种桃子发家
致富。

2015年，张敬连带领社员们种
了300亩桃树，主打品种在市场上
都很受欢迎。“金黄金、甜黄金、

中蟠11、胡斯赖、突围桃，这些品
种每斤批发价都在2 . 5元-4元。”
张敬连说，虽然亩效益较过去的几
个老品种高了不少，但他还想在提
高品质、创品牌上做做文章。

在合作社的示范基地内，桃树
下长满了草，成了1000多只鸭鹅的
乐园。“我们不用除草剂，这些鸭
鹅就是最好的除草机。草覆盖在地
面，夏季还能降低地温，有利于桃
树根系生长，鸭鹅粪则会增加土壤
养分。”张敬连介绍，为了保证桃
子的品质，基地的桃子每亩产量控
制在4000斤左右。每个桃子都套
袋，有效减少了病害，从源头上减
少了用药几率，而且套袋的桃子外
观漂亮，商品性更强。

高品质为合作社的桃子带来了
殊荣。常温存放15天，糖分高达15

度-20度，果形好、色泽美、硬度
适中。去年，在2019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优质果品大赛中，合作社选
送的“中蟠11”以优良的品质获得
了金奖。合作社为桃子注册的“沂
蒙九妹”“李官黄金桃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也随之叫响，成了业内品
牌，效益凸显。

“‘中蟠 1 1’ 7月中下旬成
熟。今年，桃子还在树上，就被慕
名而来的水果经销商预订一空。10

元一斤，很振奋人心。”张敬连兴
奋地说，眼下合作社刚上市的甜黄
金桃又成了热销产品。这个品种每
亩能产5000斤，虽说价格比不上
“中蟠11”，但今年桃价总体偏
低，普通加工黄桃大多亩收益千余
元，合作社的甜黄金桃能以3元一
斤的价格俏销，亩收益万余元，这
个收入他还是满意的。

“高端桃子抢不到，普通桃子
卖不了，桃价低并不是由于市场饱
和，而是市场发生了变化。”桃子
咋种才能赚到钱，张敬连有自己的
见解，“高端水果市场正变大，低
端市场正在变小，种桃子不能蛮
干，也得动脑子。”

编者按 我省是全国桃树栽培面积最大的省份。据有关部门
统计，山东黄河以南所有县市区都有桃树种植，栽培面积达260

多万亩，占全国栽培面积的五分之一还多。很多农民把致富的希
望寄托在桃子上，但今年种桃的效益总体来说却不尽人意，不少
种植户反映桃子欠收，价格不高；还有相当一部分种植户感叹，
桃子丰收不丰产。日前，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业内专家和部分
种植户。

今年种桃效益为啥一般？今后
的桃子该咋种？记者就这些问题采
访了业内专家——— 临沂市农科院高
级农艺师范永强，请他站在专家的
角度为广大种植户指点迷津。

行业现状：呈现“大起大落”

“近几年，桃子产业可以用
‘大起大落’来形容。” 8月 2 0

日，临沂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范永
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范永强解释说，所谓“大起”
指的是桃树栽培面积飞速增长，
“大落”则是指许多桃子品种市场
价格大幅度下降，“无计划地扩种
和盲目引种，导致很多桃子种植户
效益不好，甚至不够生产成本，特
别是规模种植户，亏损严重。”

范永强以桃子重要产区临沂市
加工桃的市场行情为例进行了说
明。临沂市桃树栽培面积约占我省
栽培面积的50%以上，约占全国栽
培面积的12%以上，因此很有代表
性。“临沂市的加工桃，2018年，

每公斤平均价格在2 . 0元以上；2019

年，每公斤不足0 . 4元；今年，每
公斤不足0 . 8元。加工桃的生产成
本不算地租，每公斤也得0 . 6元，
所以加工桃生产效益基本处于亏损
状态。若是规模化种植，地租每亩
1000元左右，亏损则更严重。”范
永强说。

“鲜食桃市场价格也下滑厉
害，2017年晚黄桃‘金黄金’收购
价每公斤在10元以上，坊间一度有
‘黄桃套袋变金蛋，一亩收入五六
万’之说。可是随着盲目跟风扩
种，2019年，每公斤价格只有4元
左右。”范永强感慨地说。

今年行情：价格普遍偏低

“栽培面积过大，总产量供大于
求，是桃子价格普遍偏低的一个主
要原因。但也不排除其他因素的影
响。”说起今年桃子价格为啥上不
去，范永强分析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加工企业开工率不高，
影响了加工桃的价格。

第二，在生产方面，主要表现
为病虫害的防治失当，导致病害较
常年偏重，影响了桃子的产量和品
质；市场方面，出口量下降，国内
市场供过于求。另外，不少居民的
消费习惯发生了改变，逛超市、进
农贸市场购买果蔬的频率降低。

第三，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桃
子品质有所下降。今年灾害性天气
较常年偏多，倒春寒、冰雹造成畸
形果和劣质果较多。加之今年雨水
较往年偏多，光照不足，影响了桃
树的光合作用，导致今年桃子的含
糖量降低，口感不佳。这样的桃
子，自然卖不上价。

今后发展：注重品质提升

种桃子怎样才能赚到钱？
“还是要走精品路线，打造独

一无二的优质品牌。”范永强说，
每一个系列品种其实都有它的市场
潜力，就拿蜜桃系列来说，如果能
生产出像过去“肥城桃”“上海
蜜”那样的品质，市场前景还是很

广阔的。
“再就是品种的更新换代和早

中晚熟品种的合理搭配，也很重
要。”范永强强调，种桃子一定要
对桃子的品种有所了解。目前，有
几个品种市场价格比较好，如早熟
的珍珠油桃、中熟的油蟠系列和仲
秋蜜桃等。

采访中，范永强还着重介绍了
最近几年流行的几个品种的优缺
点。早熟品种的优点是上市早，管
理技术简单，生产成本低，缺点是
产量低，容易受倒春寒影响；蟠桃
的优点是形状奇特，口感好，但是
产量低，易裂果、优质果率不高；
套袋黄桃的优点是颜色好，产量
高，口感好，但因为大多数是晚熟
品种，生育期长，要求管理技术
高，成本也高。

“不管是对现有桃树进行更
新换代，还是要扩大种植规模，
种植户们一定要做好市场调查，
因地制宜，有计划地进行，切不
可盲目跟风，匆匆上马。”范永
强提醒说。

种桃效益为啥一般？专家帮你找原因
农村大众报记者 姬飞燕

范永强，高级农艺师，1985年
7月毕业于莱阳农学院 (现青岛农
业大学)，农学学士，同年到临沂
市农科院工作至今。30多年来，参
加山东省农业厅日光温室升温机理
与调空技术研究和临沂市科技局等
科技攻关项目8项；获国家发明专
利2项；主编(著)农业科技著作14

部，参编著作2部，撰写国家和省
级农业科技论文18篇。特别是其主
持的国家科技部“环渤海粮仓”项
目和山东省科技厅科技攻关项目
“桃树流胶病综合防治研究及其应
用”项目，被国内专家评价为“居
世界领先水平”。

专家名片

冀相爱的妻子正在忙着摘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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