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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除了红富士，还有没有其他苹
果？”9日上午，一位六十多岁的市民在

烟台文化路农贸市场的水果摊前询

问。摊主摇了摇头说，“批发的时候都

没有，市场上去哪儿找啊？”

在烟台多个农贸市场，记者发现
水果摊上都摆着红彤彤的红富士苹

果。只有在大世界农贸市场一角，有一

堆有点发皱的金帅苹果。

销售人员说，“金帅本来就少，况

且现在已经下市了，除了我这十多斤，

市场上你找不到第二家了。”

“印度青不大，但是特别甜，青香
蕉特别香，还有烟红蜜、乔纳金，现在都

吃不到喽。”家住烟台市白石村的李女士
说，“红富士很脆，年轻人喜欢吃，我们牙

口不好，想吃面一点的，但很难买到了。”

“红富士有大客户来收购，而像国

光、金帅这些品种大批量买的少。十多

年前，这些品种都被砍掉，嫁接红富士
了。”65岁的苹果摊主于洪峰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栖霞蛇窝
泊镇的红旗岭、革命岭，上万亩苹果树
开花结果，“果园里种着国光、金帅、青
香蕉、红星、倭锦、印度青等好多品
种。”蛇窝泊镇果树站站长孙辉说，那

时国光苹果很好吃，大人小孩都喜欢。

从1983年开始，红富士从日本引

进到蛇窝泊镇，5年后红富士苹果开始
收获，价格比国光高出很多。“1988年，国

光一斤才卖七八毛，而红富士卖到三四

块钱。”此后几年时间，尝到甜头的果

农们，纷纷更新苹果品种。

“红富士引进第一年我就种上了,

亲戚朋友们看到价格这么高，产量也大，

就都来我的地里剪果枝。”栖霞明珠苹果

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张有鹏说，“那时候

不是亲戚朋友，红富士果枝是不能随便

给的，有的人就趁着天黑到地里偷。”

“1992年时，红富士就取代国光，

成了种植面积最大的苹果品种。”果树
站站长孙辉说。

9日下午，谈起老品种，烟台市苹

果协会会长赵培策记忆犹新：“效益的

杠杆把老品种PK下去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烟台苹果曾

风靡全国乃至世界。1979年，烟台苹果出

口达一万余吨。然而日本红富士、美国蛇

果等新品种逐渐占领国际市场，到八十

年代中期，烟台苹果出口量仅剩数百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烟台在全国

最先引进红富士。“别的品种很快就立

不住脚了。”赵培策说。

根据烟台市农业局2009年全市苹

果数据，红富士占据了烟台80%的份

额，嘎啦占10 . 7%，红将军占6%，其他

品种仅占3 .3%。

“不管口味、储藏性还是品质，全

国没有任何一个品种能抵得过红富
士。”对于恢复老品种，烟台市农科院

副院长姜中武认为并不实际。

姜中武举了个例子，青香蕉、国光

过不了几天就会变“面”，储藏期最多

一个月。而红富士从当年的十月份成

熟，可以储藏到第二年七月。

“其实，通过优化培植和改良品

种，青香蕉和国光这些品种也是能领

跑市场的。”赵培策说，他正酝酿着下

一步如何恢复这些老品种。

红富士一“果”独大，老品牌风光不再

国光、金帅，老牌苹果哪去了？
本报记者 吴永功 崔岩 见习记者 李娜

现在说起烟台苹果，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红

富士”。实际上，烟台苹果有200多个品种，十多年
前，名号最响的当数国光、金帅、红星等。如今，这些
老品牌却渐行渐远。

老牌苹果为什么会没落？它们能不能再回到市
民身边？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烟台当地村民培育的富士2001果苗。这种果苗将来

产的苹果比现在大规模种植的烟富3号口感更好。

本报记者 赵金阳 王鸿光 摄

编者按：为擦亮“烟台苹果”这一品牌，烟台市农业局和本报联合启动了“有奖征集烟台苹果广告语及包装盒(箱)设计方案”

的活动，此举背后，折射出烟台苹果的发展瓶颈和当地急切的破局诉求。

烟台苹果经历过哪些起伏波折？它又面临着什么困境？它怎样才能直面竞争，紧跟时代？本报推出系列报道，为您一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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