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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年”时，水果产量低，价格虽高却没多少收益；碰上

“大年”，产量虽上去了，价格却也下来了，利润微薄甚至还要

“倒贴钱”。只有价格稳定，利润率合理，果农才有继续种植

的底气，好吃的水果才能源源不断供给消费者。

相较于有经验的果农和成熟运转的合作社，单个小农户

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在做决策时，“什么赚钱种什么”，可成熟

时赶上行情不好，入不敷出；在种植过程中，缺乏科学指导，甚

至受短视频中不靠谱“专家”的带货影响，自行喷洒药物，不仅

影响果品质量，还可能毁了果树、带来食品安全等问题；售卖

时，“散兵作战”，缺少有组织的系统营销，街边售卖等方式对

于“消化”大年丰产的水果来说，作用很有限……

因此，应对“水果周期”和市场波动，小农户迫切需要更

多专业指导和服务。从具体操作上看，农业组织可以吸纳更

多小农户，抱团应对市场的洪流。合作社可以发挥信息优

势，把市场行情第一时间同步给农户，科学决策“种什么”；以

更实用、更通俗的技术指导，告诉农户“怎么种”“如何管”，把

果子质量提上去。有了“量”的优势和“质”的提高，农民议价

能力就强了，对接商超、电商、加工企业，“怎么卖”也就更好

办了。

从产业布局来看，用好数据和信息资源，加大产地间的

联动沟通，可以避免盲目扩张带来的被动“压价式”竞争。在

“错季销售”的常规思路之外，还可以考虑从更多角度寻找市

场空白，例如以独特的口感、滋味等，打动不同消费者的味

蕾，通过差异化竞争站稳脚跟。延长加工链条，变鲜果为商

品，更是打破季节限制、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好办法。

不仅是水果产业，在农业生产中，“大小年”很常见，价格

波动难以完全熨平。但通过多方合力，运用多种手段，相信

会有更多农户尝到丰产增收的甜头。 《据人民日报》

“蓝莓 6.9元一盒”“桂味荔枝 12.5元一斤”“樱桃 19.5元一

斤”……近期，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此前的“水果贵族”价格

变得亲民。

放眼批发市场，价格跳水的势头更明显。在广东广州江

南果菜批发市场，妃子笑荔枝 6月底价格为每公斤 4至 4.5元，

而去年同期价格为每公斤 14至 16元。

消费者实现“水果自由”的同时，会不会出现“果贱伤农”

的现象？面对水果产业周期性波动，产地如何积极应变？近

期，记者进行了调查。

今年行情：鲜果集中上市，产地抢速出货，
力争薄利多销

广东茂名高州市根子镇甲峰农业荔枝产业园，工作人员

忙着给荔枝分拣装箱。“白糖罂采完了，现在轮到桂味。高峰

期一天就要发走 4000 斤。”5 月中旬以来，产业园负责人钟伟

略没怎么歇过。

受上个冬季低温少雨影响，主产区迎来 10 年不遇的荔枝

“超级大年”。作为全球最大连片荔枝生产基地，今年茂名荔

枝预计产量约 63 万吨。在根子镇土生土长的钟伟略不由感

慨，“所有的树几乎都成花了，这在大年里也不多见。”

受气象条件、栽培管理等因素影响，多年生果树如荔枝，

特别是桂味、糯米糍、仙进奉等中晚熟优质品种，通常存在年

际间产量波动，表现为“大小年”周期。据初步调度，今年全国

荔枝总产量有望达 345万吨，同比增加 1倍。

“超级大年”里，果农还有赚头吗？

“大家都在拼命采摘，收购商一车车出货，就知道亏不

了。”钟伟略坦言，“去年荔枝价格高是高，可我们这里桂味的

成花率还不到 5%，几百亩果园甚至摘不到几百斤，100 元一

斤也赚不到多少。”截至 7 月初，当地桂味统果收购价约 3 至 8
元一斤，糯米糍统果收购价 8至 9元一斤，电商收购价则更高，

多数果农能够实现薄利多销。

对 有 经 验 的 果 农 来 说 ，价 格 影 响 更 多 停 留 在“ 挣 多 挣

少”。受 3 月“倒春寒”和 4 月低温寡照天气影响，今年辽宁大

连露地大樱桃整体成熟时间比去年延迟一周左右，上市期与

山东、陕西产区重叠，拉动价格跌落。在大连金普新区七顶山

街道的一家批发集散中心，代表性品种“萨米托”每斤 10至 35
元，同比降幅 15%左右。

“3、4 月份那阵，网上能卖到 70 到 120 元一斤。”辽宁瓦房

店市得利寺镇蔡房身村种植户梁伟今年种了 8 亩樱桃，其中

七成是设施栽培的早熟品种，主要走电商渠道进行错季销售。

“大樱桃是我们这里的优势主导产业，种植规模化、设施

化程度高，产量连续 3 年稳定在 14 万吨以上。”金普新区大樱

桃协会秘书长衣明阳说，在政府引导下，当地形成了相对合理

的早中晚熟结构，能够适应市场多样化需求。不少果农种上

了俄八、宾库等商品化率高、市场反响好的品种，进一步降低

了经营风险。

专家分析，目前优品水果批发价格出现环比、同比下跌，

主要还是受季节性因素和品种本身供求形势变化的影响。农

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水果品种首席分析师赵俊

晔说，6 月时令水果集中大量上市，消费者选择余地大，价格

整体承压下行。她也提醒，水果的生产经营利润趋于降低，如

果生产者盲目追求产量、没有提前锁定销路，容易出现“丰产

不丰收”的现象。

整体产能：部分水果加速扩种，稀缺性显
著削弱，竞争加剧

一些过去很贵的水果大幅降价，除了周期性因素，还来自

整体产能的增加。

前些年，蓝莓只在特定时节出现在大型商超，价格不便

宜。短短几年，在街头巷尾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质优价廉的

蓝莓。

消费者“蓝莓自由”的背后是迅速壮大的产业。数据显

示：2024 年，我国蓝莓栽培面积 144 万亩，较 2020 年增加 44 万

亩，较 2016 年增加 111 万亩；全国蓝莓总产量 78 万吨，分别比

2020年和 2016年增加 43万吨和 63万吨。

来自浙江的新农人董剑峰是较早的蓝莓种植者。他记

得，6 年前他们公司刚去云南时，蓝莓在云南还只是零星种

植，规模不过几万亩。到去年，云南蓝莓种植面积增长至 20
多万亩，已成为国内蓝莓主产区之一。

“5 到 7 月份是国产蓝莓的传统上市高峰期，也是全年价

格低谷。这几年，从业者都在拼错季销售，栽培了更多早熟品

种，市场空档逐步被填满。”董剑峰所在公司在云南先后投资

建起了 4000亩蓝莓基地，最初测算的财务模式显示大约 17个

月回本，现在看要 3至 5年了。

“今年市场货量更大，铺货面更广，但价格更低。”在云

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蓝莓种植基地负责人马小龙介

绍，目前蒙自产区的集中出货期已经结束，8 月底左右往北

一些的产区将接续产出。今年公司在蒙自产区扩产 500 亩，

总 出 货 量 1700 吨 ，是 去 年 的 近 3 倍 ，单 价 同 比 下 降 两 成 左

右。

来自地头的产能信号，一波波传递到渠道商和批发市

场。“有一个明显变化，前些年一直是销售方找基地，今年市场

开始逐步趋向供需平衡。”董剑峰说。

在山东济南堤口果品批发市场，3 月份，来自云南等地的

棚种蓝莓上市，价格为每公斤 80 至 120 元；6 月份，本地露天

蓝莓批量上市，价格为每公斤 16 至 50 元，而去年 6 月，蓝莓价

格在每公斤 24 至 60 元。“蓝莓销售时间拉长，消费者选择多

了，从市场规律来看，降价也很正常。”市场招商策划部经理王

珍说。

国内优品水果产能扩大，一定程度上也是品种和种植技

术提升的表现。据业内专家介绍，我国甜樱桃从 40 年前开始

规模化商业栽培，10 年前已形成环渤海湾地区和陇海铁路沿

线区两个主要优势栽培区。2020 年以来，西南高海拔地区和

西北产区快速扩张，随着对低温需求较少的品种推广，长三角

等南方产区面积有望进一步增加。

“在效益推动下，近年来，蓝莓、阳光玫瑰葡萄、大樱桃等

水果种植规模扩大、产能提升，稀缺性已经显著削弱，市场竞

争加剧。”赵俊晔表示，针对水果市场供需失衡风险，主产区要

做好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促进优质化、差异化发展，避

免盲目扩大产能。

短期对策：加强产销对接，缩短市场距离

“北纬 39度的‘红宝石’来了！”6月下旬，上海市闵行区颛

桥万达广场人头攒动，甜美多汁的大樱桃，吸引不少渠道商和

市民驻足尝鲜。

“大樱桃省外推介活动举办 3 年了，这两年还增加了成

都、杭州站。”衣明阳介绍，现场品尝推介，有助于提升品牌知

名度与美誉度，每年带动订单销售数十万斤以上，不少都是回

头客。

今年，大连和山东烟台两地携手，围绕樱桃产业开展联合

攻关。衣明阳介绍，一方面技术协同，在设施温控、基质栽培

等方面加强协作，提升樱桃品质；另一方面市场协同，建立完

善环渤海湾樱桃产业带数据平台，共享产销信息，避免集中上

市造成价格踩踏。

在茂名，政府围绕品牌建设、电商销售等频出新招。当地

连年承办中国荔枝龙眼产业大会，举办荔枝嘉年华、主销区推

介会等活动，联合短视频平台邀请百名网红达人推介荔枝。

今年还开发了盲盒定制和节日场景定制模式，与 8 家银行合

作上架荔枝购买链接，推出超 300万元荔枝电商消费券。

“有区域公用品牌支持，果农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

品质上。今年从合作社、散户那里收购上来的荔枝，品相都

很不错。”高州小蜂嗡嗡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玉

婷说，公司与农科院等机构合作，引入智能分选设备，通过

克重、颜色、瑕疵等指标对荔枝精准分级，并采用低温压差

预冷技术锁鲜。

“从当前看，当地荔枝均价比以往大年相比稳中有升。”

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秀威说。从 5 月 27
日起到 6 月中旬，“茂名荔枝”在抖音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

21.7 倍。此外，2023 年海关总署把全国首个特色水果技贸评

议基地设在茂名。今年茂名荔枝新增出口国家和地区 6 个，

经茂名海关监管的茂名企业出口荔枝同比增长 96.8%，销售

半径持续拓宽。

着眼长期：提品质、延链条，练好行业内功

“咔嚓、咔嚓”，浙江浦江县浦南街道宋溪村的葡萄架间，

320 名种植户手持剪刀专注地修剪枝条。前不久，这里举办

了一场特殊的“田间考核”——浙江首次葡萄树修剪专项职业

能力鉴定。155 名经验丰富的葡萄种植户，成为浙江首批获

认证的“葡萄工匠”。

“不同的葡萄品种树形相差较大，比如巨峰葡萄为满天星

形，阳光玫瑰葡萄为一枝形，修剪技巧也不同。”浦江县果业协

会会长陈青松介绍，提高果农修剪技能，有助于疏果控产、提

升品质。

巨峰葡萄是浦江县地理标志产品。“今年预计 7月 20日左

右上市。”陈青松说，去年，一级果每斤 8.5 元左右，二级果 6 元

左右，整个果期基本没有大起大落。此外，县里近年也引进

“夏黑”“醉金香”等早熟葡萄品种，以及“阳光玫瑰”“蓝宝石”

等晚熟品种，促进种植结构合理调整优化。

良好的品质始终是竞争力的关键。“一些价格相对较高的

水果品种，也存在果品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价格分化明显。

受品种退化、不利气象条件、管理粗放、采后商品化处理不当

等因素影响，一些果品品质欠佳，拉低了整体价格。”赵俊晔

说，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要引导果农由单纯追求产量向量

质并重转变，加强产中管理和采后处理等环节管控，优化供给

质量，避免低品质果品扰乱市场价格。

“长远看，从业者要想挣钱，不能靠盲目扩张，还是要靠科

技节本增效。”在董剑峰眼中，国内蓝莓面积增加迅猛，但在标

准化种植、溯源管理等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近年来，他成

立了农业科技公司，带领团队开发了农业生产管理决策平

台。生产成本日报、病虫害监测、灌溉酸碱度动态监测、采收

质量分析……蓝莓生长情况，转化为详实的监测数据。

在茂名，一款款造型可爱、口感细腻的荔枝冰淇淋，成为

今年夏日消费的新宠。在高州益丰健康产业科技有限公司加

工车间，经过剥壳、去核、高压灭菌等步骤，新鲜荔枝加工成的

原浆摇身一变，成为饮料、冰淇淋等产品。

“今年赶上了荔枝大年，我们和益丰合作，投资 5000 万元

新建了数条荔枝冰淇淋生产线。4 月 11 日新品发布以来，销

售额已经达到 1100 万元。”茂名荔小视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徐志鹏说。

深加工成为丰年荔枝消纳产量、提升价值的有效途径。

“加工制作冰淇淋，全年能消耗 2800 多公斤荔枝原浆，相当于

7200 公斤荔枝。”徐志鹏说，荔枝集中采收季约两个月，将荔

枝果浆低温冷藏以备加工，打破了季节限制，有利于熨平大小

年波动。在茂名，已培育荔枝加工型龙头企业 25 家，年加工

产能超 10万吨，产品开发超 30种。

果业练内功，依然任重道远。“整体上，水果产量波动和

价格波动仍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准确预测和管控的难度

大。”赵俊晔说，水果全产业链大数据还有待完善，需要推动

市场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防控，创新金融和保险工具的

应用，构建果树种植保险、气象指数保险、收入保险等多层

次保险产品体系，帮助果农分散风险、保障收益，增强产业

发展的稳定性。

今年以来蓝莓、荔枝、樱桃等水果大幅降价

消费者“甜”了，果农有赚头吗？
□ 人民日报记者 郁静娴

日前，全国中小学陆续放假，学生

们迎来近 8周的“超长暑假”。如何让

孩子们安全、健康、快乐地度过假期，

记者采访了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以

及心理专家，梳理多类需要家长留心

的“暑假关键事”。

警惕“玩手机”被骗子盯上
记者了解到，暑假期间涉未成年

人电信诈骗警情高发，不法人员通常

通过“游戏交友”等方式寻找目标。

8岁的小娜（化名）在玩手机游戏

时，接到陌生人留言称“免费送游戏皮

肤”，于是两人添加 QQ 好友。在“确

认”小娜是未成年人后，对方表现得

“很生气”：“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未

成年人，害得我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8
万元”，“如果不打钱解冻，就要报警说

你逃避游戏防沉迷系统！”受到恐吓的

小娜，被迫使用姥姥手机转账 8 万元

……

类似的案件并不少见。北京市公

安局朝阳分局反诈民警王佳告诉记

者，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骗子的骗

术也有所不同。例如针对初、高中生，

骗子以买卖明星周边产品或游戏账号

方式寻找目标，引导未成年人到“假网

站”交易骗钱。还有的则在游戏直播

间发送“打赏主播可参加返利活动”广

告，将未成年人员引诱至 QQ 群或微

信群中，实施“刷单返利”骗局。

此类诈骗不仅造成财产损失，更

对未成年人造成心理伤害。一位被骗

孩子家长反映，孩子受到骗子恐吓和

家长责备，心理打击很大，变得郁郁寡

欢。王佳提醒，家长要及时了解并向

青少年普及防骗知识，教导孩子不要

轻信陌生人，不使用监护人支付账户

进行转账。

提防心理“暑假综合征”找上门

“我家孩子上三年级，以前一放假

就捧着手机上网，现在拿着手机每天

和 AI语音聊天，也不去和其他小朋友

玩。”一位家长无奈表示，“注意力全在

手机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暑假期间

脱离校园规律的学习生活节奏，一些

孩子社交活动显著减少，容易过度沉

迷虚拟世界。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心身医学科副主任

医师李瑛表示，短视频、碎片化信息的大量传播，对青少年

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多维度的负面影响。生理层面，过度

使用互联网会干扰青少年的生活节律，影响视力和睡眠质

量。在认知方面，青少年在接触互联网信息时，若对某类信

息产生偏好，后台大数据推送机制会使他们接收的信息趋

于单一化，进而影响其对事物，包括自身问题、学习、亲子关

系等的全面客观认知。

在情绪层面，互联网带来的“即时满足”模式，冲击了传

统教育中“延迟满足”策略对孩子情绪控制能力的培养。“当

孩子习惯了这种即时满足，便难以忍受需求的延迟，对手机

等设备产生情感依赖，容易发展为手机滥用或手机依赖问

题，影响情绪管理，在青春期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李瑛

说。

北京市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有关负责人提醒家长，

暑期里，孩子脱离校园集体生活，情绪波动可能更易隐藏。

应合理规划，让假期张弛有度，家长与孩子一起制订暑假计

划，避免盲目报班填满日程，也防止沉迷电子产品。鼓励社

交，搭建支持网络，创造机会让孩子参与社区活动、公益服

务。如果低落、焦虑、烦躁等情绪持续两周以上且无法自行

缓解，或行为异常，出现过度沉迷某事物、自伤自残行为等，

建议及时寻求专业医疗机构帮助。

外出活动人身安全不能“放假”

据消防部门统计，暑假是儿童意外伤害事故高发时期。

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禹江

表示，首先应关注居家安全，督促孩子不在飘窗或阳台上玩

耍、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不往窗外抛物、不玩火

等。

其次，应关注户外出行安全。暑假天气炎热，游泳、戏

水热度攀升，但同时也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家长要教育孩

子不到江河、湖泊、水库等危险水域玩耍，游泳应选择正规

场所，并在成年人陪伴下进行。在户外露营时，不要去未开

发区域，切勿盲目探险，尽量选择成熟、有安全保障的景点

地点。此外，要时刻关注孩子行踪，避免外出走失。如果孩

子不慎走失，家长要保持冷静，立即报警，并向周围人员寻

求帮助。

此外，夏季极端天气较多，要避免在低洼地带、山体滑

坡威胁区域活动，外出突遇暴雨时，要远离高压线路、电气

设备等危险区域，在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窨

井或坑、洞中。

避开“问题研学游”陷阱

行程缩水、“货不对板”、价格虚高、“只游不学”……暑

假期间，不少家长会给孩子报名研学游，殊不知眼花缭乱的

研学游市场也暗藏风险。中国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4年

中国研学旅游发展报告》指出，研学游市场存在机构鱼龙混

杂、安全难保障、收费不透明等问题。

记者采访北京多家法院了解到，因研学游机构虚假宣

传产生法律纠纷的情况不在少数。在一起案件中，某旅行

社对外宣传称，提供在某国多个城市旅游、参观、食宿、研学

活动等服务，其中亮点内容为“中国儿童在某国际艺术舞台

上演出”项目，原告于某受该宣传内容的吸引，花 3万余元

为女儿报名参与。然而，该旅行社仅在无排练、无化妆、无

观众的情况下组织学生们在国外一公共场所演唱两首歌，

且在住宿地点、游览项目、抵达地点等方面均降低服务标

准，和宣传严重不符。

此外，一些研学活动以“锻炼孩子体能和意志品质”

为宣传点吸引家长，却存在意外风险。北京一位家长告

诉记者，曾给孩子报名的研学游中包含一次约 7公里的徒

步体验，“开始没觉得难度多大，直到听说孩子崴了脚，细

问才知道徒步地点是一个未开发、未开放的山沟，有很多

沟沟坎坎，成年人过去都费劲，别说小孩子了。”该家长

说。

法官建议，消费者在挑选研学项目时要多方考虑，不要

冲动买单，理智选择。如果遇到虚假宣传，要勇于拿起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行政部门投诉或向法院提起

诉讼。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应对“水果周期”，小农户需要更多帮助
□ 蒋雪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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