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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上市提前 价格高于去年

■ 本报记者 刘刚

每到冬天，红艳艳的草莓在热门
水果中存在感十足。 近日，不少市民
发现，今年的草莓已经上市，合肥市
场上的草莓每斤价格在 27 至 60 元
不等， 每斤 30 元上下的价格最为常
见。 据部分种植户反映，今年立冬以
来，天气晴好少雨，日照时间长，草莓
上市时间提前，品质提高，价格也较
往年涨了一些。

零售价突破每斤 30 元
12 月 1 日，记者在合肥市走访多

家超市与水果店，一颗颗草莓或装在
竹篮子里， 或装在透明塑料盒里，红
艳新鲜。 “我感觉今年的草莓上市时

间比去年早，一进来就看到有草莓在
卖，红彤彤的草莓看着就想吃。 ”家住
望江西路的市民徐女士在一家水果
超市里买了三盒草莓，“这种果型大
的每斤 40 元，价格是挺高的，不敢买
多，买几盒给孩子们尝尝鲜。 ”

“今年草莓上市时间比往年早半
个月，价格比去年要高好几元。 ”合肥
市经开区港澳广场一家水果店店主
张先锋说，去年草莓上市初期，批发
价是每斤 25 元， 零售价格是每斤 30
元。 今年价格要比去年高 3 至 4 元。
“目前市民来买的还比较少， 草莓多
销往甜品店、餐厅、酒店等处。 我们也
不敢大量进货， 每天只能卖个 30 斤
左右。 ”

在潜山路一家水果店，老板花女
士指着一篮子的草莓向记者推销 。
“这是当天刚进的长丰草莓， 味道不
错。 ”据老板介绍，草莓进价高，售价
就不便宜，每斤 35 元。 记者留意到，
由于草莓价格偏高，多数市民也只是

问问价格，并没有下手购买。 有市民
说，草莓价格与其他水果相比还是相
当贵的。 对此，很多水果店老板说，市
民冬天买草莓就是图个新鲜，预计半
个月后草莓会逐渐大量上市，价格会
有所下降，销量也会持续增加。

主要销往长三角

“今年草莓价格确实很高，主要
是因为天气晴好，上市时间早，长三
角区域需求量大，价格自然上涨。 ”11
月中旬以来，长丰县左店乡草莓协会
会长胡成世每天组织草莓种植户采
摘草莓，然后精心包装，再通过电商
平台销售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
市。 他对目前的草莓价格非常满意，
每斤草莓零售价格要 35 元， 如果是
个型大的草莓甚至每斤卖到 50 元，
比去年同期要高 5 元。 不仅价格高，
而且销售也很通畅。 胡成世说，最近
天气还是晴好为主，不出意外，未来
半月草莓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每亩

利润可以达到 3 万元左右。
泗县永利草莓种植合作社创办

人尹永邦说，今年草莓最早上市时间
要比去年提前半月，虽然每天的量还
不是很多，但是价格相当给力。 “目前
果型大的草莓每斤批发价格是 33
元，中等的每斤 26 元，都要比去年高
5 元左右。 ”尹永邦告诉记者，他们合
作社今年种植 1 万多亩草莓，这几天
每天要采摘销售 1 万多斤草莓，基本
销售到上海等地。

含山县林头镇鼓山村的草莓种
植户郑小强说， 他家的草莓是 11 月
25 日上市的，批发价格是每斤 32 元，
种植的 12 亩草莓每天采摘量也就是
50 斤左右，主要供给县城的三家水果
店，当天采摘当天全部卖掉。 “量少，
价格就高， 到了本月底上市量增加，
价格会明显下滑。 ”郑小强说，种植草
莓的投入太高，每亩成本在 1.2 至 1.4
万元， 大家都是在上市初期赚一笔
钱，这样好收回成本。

本月底价格会下降

12 月 2 日，记者连线合肥市周谷
堆市场信息员王萍，据她介绍，半个
月前，合肥本地草莓已经上市，以长
丰草莓为主，也有少量来自浙江和江
苏等地。 由于目前草莓处于上市初
期，每天的成交量低于 5000 斤，物以
稀为贵， 批发价在每斤 23 至 25 元，
比去年同期高。 预计到本月底，长丰、
肥西等本地草莓将陆续大量上市，届
时价格可能会有所降低。

“合肥市场上的草莓主要来自长丰
中南部，比如岗集、双墩、下塘等乡镇。 ”
长丰县草莓协会会长夏世祥告诉记者，
长丰县草莓目前的种植面积约为 21万
亩，约有一半的草莓已经结果上市。 由
于今年立冬后降雨少、 日照时间长，草
莓上市时间早，价格也比去年高。 夏世
祥说等到本月中旬后，长丰、肥西、庐江
等本地的草莓都将迎来上市的第一个
小高峰，届时价格可能会稍加亲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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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供应稳定 价格逐渐回落
近期， 蔬菜的供应和价格成为

社会关注的焦点。 山东是我国蔬菜
主产省， 新华社记者在这个省产菜
销菜较多的寿光、兰陵、莘县三地采
访发现，当前蔬菜生产基本正常，供
应稳定，价格逐渐回落。

“这边黄瓜再收获几天就拔秧
了，那边大棚新茬菜也长着呢，菜不
缺，都在地里呢。 ”寿光市黄瓜种植
户赵玉前说，因为 9 月连续阴雨，生
产受到影响，黄瓜确实减产了。这段
时间天气晴好，产量也上来了。

寿光是中国蔬菜之乡， 全年蔬
菜种植面积约 60 万亩， 年产量 450
万吨左右。 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立新说，为更好地发挥“菜篮子”
稳产保供作用， 农业部门不仅组织
了几十名专家现场指导生产， 还针
对当前大棚蔬菜生产管理要点录制

了 122 个视频在多个平台播放。
“现在蔬菜在田面积 34 万亩，

主要是大棚蔬菜，以黄瓜、西红柿、
茄子、辣椒为主。 ”莘县农业农村局
高级农艺师苗纪忠说， 前期雨雪天
气对莘县蔬菜生产的影响基本结
束， 目前每天产量跟正常年份基本
持平，略有下降。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最新数据
显示，当前山东省在田蔬菜面积 300
万亩左右， 面积和产量与往年同期
相比基本持平。

凌晨 3 点， 寿光地利农产品物
流园已经开始交易。 监测屏幕上，实
时交易数据清晰可见。 “大白菜货运
量 110 万公斤， 交易量 60 万公斤；
芹菜货运量 60 万公斤， 交易量 40
万公斤……” 该物流园一级批
发商刘春说，终端市场上缺什么，批

发商们就会从全国各产地多调配一
些，增加供应平抑菜价。 据介绍，11
月以来， 寿光每天向全国供应地产
蔬菜 4500 余吨。 其中，向北京日供
应蔬菜量在 200 吨以上。

寿光发布的中国蔬菜价格指数
是全国的蔬菜供应和价格的 “晴雨
表”。 据介绍，借助中国蔬菜价格指
数预警功能， 寿光严密监控蔬菜批
发价格和对外供应情况， 对价格实
施“日报告”，对出现价格波动超出
正常范围的及时采取措施， 稳定市
场。

张立存说， 现在合作社蔬菜价
格比往年略高。黄瓜价格 3.6 元/斤、
白菜 0.5 元/斤、 辣椒 3.7 元/斤，最
近十几天价格一直如此，波动不大。

“进入 11 月以来，通过对交易
量较大的 26 种蔬菜监测，整体蔬菜

市场价格运行平稳， 符合季节市场
变化规律。 ”25 日，寿光地利农产品
物流园价格指数分析师何晓杰对记
者说， 中国蔬菜价格指数周指数同
比虽然还有一些上涨， 但这周环比
下降了 12.9%。

“短期寒潮对蔬菜影响不大，就
怕长时间的雨雪天气。 ”何晓杰说，
前期受到 9 月下旬开始的连绵阴雨
天气影响，叶菜类价格暴涨，现已趋
于稳定。 “比如前期猛涨的菠菜，现
在的批发价格是 2.5 元/斤。 叶菜生
长周期一个月左右， 现在已经恢复
正常供应了。 ”

（张志龙 陈灏 杨文）

今年， 岳西县
店前镇 1500 亩高
山生姜, 经过精心
管理,喜获丰收，产
值达 1200 万元。近
年来， 店前镇积极
实施特色种养提升

民生工程， 大力发
展茶叶 、 瓜蒌 、生
姜、 猕猴桃等特色
种植业， 既促进了
村集体经济发展 ，
又带动了村民增

收。 图为该镇后村
村民在收获鲜生

姜。 王云志 摄

南谯力促农村电商发展

本报讯 今年以来， 滁州市
南谯区扎实推进农村电商提质增
效。 1 至 9 月份，全区实现农村产
品上行网络销售额 2.48 亿元，同
比增长 27.7%； 新培育农村电商
经营主体 35 个 ，1 至 10 月开展
农村电商线下培训 4 场 ， 吸引
350 余人参训。 该区建设高水准
的区级电商产业园和电商公共服
务中心，目前已入驻电商企业 30
余家， 其中涉农电商企业 10 家，
吸纳就业 300 余人。 电商公共服
务中心为园区内企业提供孵化、
培训、产品展示等服务。

（杨读俊 李 焱）

灵璧加快农业园区建设

本报讯 灵璧县大力实施农
业园区基地建设工程。 围绕优势
产业、主导产业，重点建设灵城现
代农业产业园、 杨疃食用菌产业
园、 北部食品工业园、 物流产业
园、 桂柳食品产业园。 投入扶贫
资金和衔接资金 14275.44 万元，
实施 40 个到村项目，到村项目中
农产品储藏项目 1 个、 农产品加
工项目 4 个、肉牛养殖项目 6 个、
标准化果蔬基地项目 7 个、 食用
菌基地建设项目 22 个。积极开展
“三品一标”认证，目前已新认证
27 家 ， 其中绿色食品新认证 5
家、 无公害农产品新认证 22 家。

（陆扬）

高标准良田引领农业升级

本报讯 “而今的杨联圩，田
成方，树成行，沟相连，渠相通，阡
陌纵横 ， 好一派美丽的田园风
光！ ” 家住怀宁县黄龙镇金河村
的郎银杰不无感慨地说道。 近年
来， 郎银杰在杨联圩流转 300 多
亩地，种植有机水稻，得益于高标
准农田改造项目，收成逐年攀升。
2019 年以来，黄龙镇已完成高标
准农田规划 1 万亩，开工在建 0.6
万亩，总投入达 2850 万元。 随着
这项民生工程的稳步推进 ，到
2023 年，全部圩内高标准良田完
全建成， 将成为全县最大的万亩
大圩。 （钱续坤）

谯城开展专题技术培训

本报讯 11月 26日， 亳州市
谯城区农业部门在十河镇对该镇
朝天椒种植户进行技术培训。 该镇
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村干部
等 40余人参加了培训。 技术员详
细讲解了朝天椒种植、 水肥管理、
移栽及地膜覆盖注意事项、病虫害
防治要领等，还针对种植户提出的
问题进行现场解答，为明年朝天椒
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红云）

高山生姜丰收

铜陵加大退捕渔民帮扶力度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陵市进一

步加大退捕渔民帮扶力度， 同时坚
持常态和长效相结合的执法方式，
各项禁捕退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为全面有效“管住船”，严格控
制乡镇自用船舶数量， 该市实行统
一登记备案，建立“一船一档”，并大
力开展乡镇自用船舶违法整治。 为

保障退捕渔民权益， 组织开展就业
培训“暖心行动”，积极推荐就业岗
位和开发公益岗位， 努力做好退捕
渔民生计保障。 目前，我市 1737 名
退捕渔民就业率 、 参保率均实现
100%。
该市出台了 《铜陵市禁捕水域

网格化管理办法》《关于完善长江禁

捕执法长效管理机制的意见》 等。
持续开展春季攻坚战、“四清六无”
回头看等一系列执法专项活动，不
断健全“日常巡查制度化，联合执法
常态化”工作机制，确保打击非法捕
捞行为执法高压态势不减。 今年以
来，共开展执法检查 2853 次，其中
联合执法 253 次。 （方盼亮）

产业旺
日子甜

入冬以来，本该清闲宁静的临
泉县吕寨镇陈小寨村却是一派繁
忙景象———成群结队的村民在地
里忙着收获麦茬红薯。 机器前面
跑，人群后面跟，拣拾、去土、装车、
入库，各环节紧锣密鼓、井然有序。

陈小寨村有 6516 人 ， 耕地
6000 多亩。 甩掉贫困的帽子后，
陈小寨人没有满足现状， 而是在
村党支部的带领下， 通过流转土
地，致力发展规模种植业。截至目
前，22 个自然村中，有 13 个村全
部进行土地流转， 大规模种植红
薯、生姜、小葱等特色农作物。

牛草均是临泉财运农作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2020 年他
在陈小寨村流转土地 2000 多亩，
种植西瓜红、龙薯 9号等品种的鲜
食红薯，主要供应合肥、郑州、西安
等大城市，收益可观，带动了不少
村民就业增收。 郭庄的周俊英，尽
管已经 71岁，可她身体健康、性格
开朗，主动到合作社找活干。 她告
诉笔者， 挣不挣钱不是主要的，和
老姐妹们一块干活，就图个开心。

“我们村土地流转率达到
63.7%，红薯、生姜、小葱等规模种
植发展到 3800 多亩。 ”陈小寨村
党支部书记陈平说， 推进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就要坚
持把产业兴旺作为重点， 夯实基
础，切实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让村集体经济壮大起来。

（赵怀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