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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撒下苜蓿草种
今今年年开开春春就就““解解馋馋””
南山公园自种苜蓿草，采购期大大提前

两只南非长颈鹿早早就吃上了“美餐”

本报4月18日讯(记者

苗华茂 通讯员 房泽泉)

18日，南山公园动物园的两只

长颈鹿正在吃新鲜的苜蓿草。

在往年，这种鲜嫩的青草要到5

月中下旬才能吃到。

18日，市园林处2009年

从南非引进的两只长颈鹿，正

在围着一捆青草大快朵颐。据

饲养员介绍，这是南山公园第

一次在春季为长颈鹿提供新
鲜苜蓿草。由于是自己种植

的，比起从外面采购整整提前

了一个月。

据了解，两只长颈鹿已入

住南山公园3个年头了，因气候

条件限制，每年的秋末冬初，长

颈鹿很难吃到鲜嫩的青草树
叶，而是以苜蓿草颗粒搭配玉

米面、豆粕等干饲料为主食，一

直到来年5月中下旬才能吃上

鲜嫩的青草。

为尽早让长颈鹿吃上苜蓿

草，南山公园去年将游乐园的

过山车设备场地进行了整理，

并播种了苜蓿草种。在工作人

员的精心管理下，今年终于为

长颈鹿收获了最鲜嫩的食物。

股指期货已满“周岁”

跟咱市民还有点距离
本报4月18日讯(见习记

者 李栋) 截至4月16日，

股指期货上市交易已满一

年。这一年来，它离我们普通

市民还有多远？

“去年股指期货上市后，

整个烟台地区的开户人数也

就100多人，总体上来讲，落后

于其他沿海发达城市。”一位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在的具

体数目应该在500人左右。由

于股指期货交易要求至少50

万元的资金量，加上做空机制

和保证金交易所暗含的风险，

应该说，股指期货与普通投资

者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当然，

这也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

护市场稳定的需要。”

据记者了解，证券公司

只能为其控股或相关联的期
货公司代理开户手续，而在

烟台本地，控股期货公司营

业部的证券公司仅有齐鲁证

券一家。

18日下午，记者走访了

位于三水大厦的鲁证期货烟
台营业部。不知道是不是由

于天气的原因，大厅里的投

资者并不是很多，而正在交

易的更是屈指可数。一位王

姓投资者在谈到一年来的得

失时，表示自己盈亏大体平

衡。他说，一开始刚接触T+0

交易时，他感到很新鲜，于是
频繁地开仓平仓、日内交易，

结果他头两三个月亏损不
少。后来他改变了这种频繁
的操作手法，并在去年9月的

行情中逐渐获利。一年下来，

他终于明白了理性交易的重

要性。

他还告诉记者，他身边做

期指的朋友中，亏损的居多，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股市里“七

赔二平一赚”的规律。一份调

查显示，股指期货上市交易一

年来，投资者的盈亏比例为：

大幅亏损的占39.08%，基本盈

亏平衡的占39.08%，有较大盈

利的占21.84%。

12层以下建筑用太阳能

烟台领全省最高任务量
本报4月18日讯(记者

苗华茂) 从烟台市住建局

获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日

前下发通知，确定了今年全

省太阳能光热建筑一体化应

用完成指标，烟台以180万平

方米的任务量在全省17市中

位列第一。

据了解，今年全省太阳
能光热建筑一体化应用，将
完成150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的工作任务，任务比2010年

增加了25%。在17市中，烟
台、德州、威海3市的任务量

分别达到180万平方米、180

万平方米、150万平方米，居

全省前三位。

按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下达的要求，烟台今年将确

保县城以上城市规划区12层
及以下居住建筑、集中供应

生活热水的公共建筑，全部
按照太阳能光热建筑一体化

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今后，

烟台住建部门还将在高层住

宅、集中连片建设的农房建
设等项目中推广应用太阳能

光热系统。

在谈到烟台的任务量为
何位居全省首位时，烟台市住

建局有关负责人解释说，在政

策的严格规定及奖励措施的

激励下，近年来烟台的太阳能

成套技术推广应用一直走在

全省前列，这正是烟台的任务
量会排在全省首位的原因。

山东舒朗明日首发上会

拟公开发行两成半股份
本报4月18日讯(记者

何泉峰 实习生 张露 周

雪) 证监会发审委定于4月
20日审核山东舒朗服装服饰
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申请，

该公司计划在深交所发行不
超过2400万股，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25 .53%。

据预披露资料显示，山

东舒朗主营业务为品牌女性
服装服饰的设计、生产和销

售，本次募集资金中的18744

万元用于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该项目实施后，山东舒朗

将新增380个自营店，自营店

总 数 较 现 有 数 量 将 增 长

93 . 37%。另外，吴健民、牟彩
莲夫妇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两人在本次发行前间接
持有公司91 . 67%的股份，发

行2400万股后，仍间接持有

公司68 .26%的股份。

另据了解，山东舒朗服

装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于今年
3月31日荣获首届烟台市市
长质量奖。

本地樱桃大都在树上挂着呢
外来货“冒名”抢占港城市场
贵的卖200元一斤，便宜的不到20元，都号称“本地”

业内人士称，正宗烟台大樱桃“五一”前后才大量上市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周雪

不 少 市 民 发
现，最近市场上卖
的大樱桃几乎全都
宣称是“烟台本地

产”，贵的近200元一

斤，便宜的甚至不
到20元一斤。既然同

是“烟台大樱桃”，

售价为什么会相差
如此悬殊呢？

批发市场>>

一半大樱桃来自烟台之外
记者在烟台市汽车总站附

近发现，路边有不少拿着篮子兜

售大樱桃的商贩。售价大多为每

斤25元，便宜的甚至只卖十几

块钱。记者注意到，这些大樱桃

有的存在裂口、抱仔等问题，有

的则光鲜亮丽、色彩非常诱人。

“我们的大樱桃是自家种的，都

是烟台本地产的。”商贩们推销

时，基本都重复着这句话。

记者随后走访市区几家市

场和超市发现，大樱桃的价格悬
殊很大，而且每家都承诺自家是

“本地产”。

“最近，大樱桃每天的上

市量都在2万斤以上，相比去

年同期，增加了30%左右。”烟
台市果品批发市场副经理鲍

峰介绍说，目前本地大樱桃的

上市量较少，市场上流通的大

樱桃其实大概有一半来自外

地，比如潍坊临朐、东北、陕西
等地。“相比往年同期，目前的

价格并不算高。”

鲍峰介绍说，大樱桃因品

种、质量、大小等不同，价格差距

很大。但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

20元一斤的烟台大樱桃确实不
太可能，“这么便宜的樱桃，来自

烟台之外的可能性较大。”

实地探访>>

本地樱桃现在大都在树上
为探明真相，记者来到黄务

辖区官庄村民李显竹家中，到他

的樱桃大棚探访大樱桃的生产
成本。

李显竹今年65岁，种植大

樱桃已有近20年的时间了，除

了露天种植之外，他4年前在村

里建起了两亩多的温室大棚。

在李显竹家的温室大棚内，

记者看到，大多数樱桃还没有成

熟，果实泛出青绿色，只有少数

泛出鲜艳的红色。

“今年由于气温偏低，樱桃

生长也偏慢，目前还没有大量上

市。”李显竹说，现在市面上卖的

樱桃，可能是一些果农采用人工
降温，使樱桃树提前进入休眠期
而收获的，但这样做会对果树有

不良影响，所以敢于这样做的果
农并不多。

黄务街道办事处农技推

广站站长于凤林告诉记者，黄

务的大樱桃暖棚种植面积在
8 0亩左右，目前有少量已上

市。但由于气温偏低，尚未成

熟，目前并没有进入大量上市
的时期，预计在“五一”前后才
会大量上市。而内陆一些地

区，由于温度偏高，温室的大

樱桃确实已大量上市。

果农算账>>

卖那么便宜连成本都不够
谈到温室大樱桃的种植

成本，李显竹给记者算了笔

账。他种了这两亩多温室大

棚，光塑料和草毡子就要2 . 4

万元，两个半月的供暖他烧掉

了20吨煤，又花了2万多元，再

加上给樱桃树浇灌的牛奶、施

用的大豆等有机肥料，又是3

万多元的费用，因此他的总成

本在8万元左右。“这还不算扣

棚、采摘时雇人的人工费，以

及我们的辛苦钱呢。”

“咱们本地樱桃以口感好

著称，所以价钱不菲，不过就

拿我们家来说，每斤大樱桃的

生产成本至少也要几十元。”

谈到目前市场上很多人低价

兜售的樱桃，李显竹不以为然

地说，“真正的本地大樱桃价

格不可能那么低，这样的价

钱，估计连成本都不够。”

非洲长颈鹿不再愁伙食。

通讯员 房泽泉 摄

黄务的温室大棚

樱桃大多数还没有成

熟。本报记者 秦雪

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