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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企业已超4500家，助力销量流量双提升

“齐鲁农超”好品故事只是刚开篇

杜春娜 实习生 赵丹
济南报道

市场上以公蟹为主
价格高于去年同期

8月22日，记者来到济南海鲜
大市场零售区看到，不少摊位都
贴着“梭子蟹上市”“新鲜梭子蟹”
的牌子，陆续有顾客前来选购。市
场内一商户告诉记者，“现在卖的
基本都是梭子蟹，大闸蟹批量上
市需要再等半个多月。”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多数梭
子蟹的价格在每斤50元—70元之
间，不同商家根据蟹的大小和鲜

活程度而定价不同，其中品质上
好的大个头公蟹价格每斤90元以
上。盒马鲜生小程序中，“鲜活梭
子蟹散称”每斤79 . 9元，“不完美
梭子蟹”每斤59 . 9元。“与大闸蟹
主要吃蟹黄不同，梭子蟹的肉多，
并且肉质鲜美紧致，主要吃肉。”
济南海鲜大市场商户陈女士说，
由于公蟹比母蟹个大肉多，所以
目前市场上售卖公蟹更多，价格
也更高。

“相比去年梭子蟹的每斤30
元—40元，今年的价格高出了一

倍。”济南鲁海于家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吕智军感慨道。

“今年明显能感觉到螃蟹的数
量少了。”吕智军告诉记者，“在海
鲜行业有个说法，‘海蜇多则螃蟹
少’，可能是由于两者生存互有影
响，今年海蜇的数量攀升，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海洋螃蟹的产量。”

“螃蟹数量减少”在其他商户
口中也得以证实，“原来螃蟹的产
地有连云港、舟山和福建等地，今
年来的只有连云港的螃蟹。”陈女
士表示，伏期气候干旱、持续炎热

或许是螃蟹产量下降的一大原因。

日批发量达万斤
梭子蟹热潮不减

虽然产量减少，梭子蟹价格
提高，仍然有不少市民欣然尝鲜。

市民王先生住在海鲜市场附
近，隔几天就会来选购一些海鲜，

“秋天正是吃螃蟹的季节，贵是贵
点，但是一年就这段时间能尝尝
鲜”。售卖螃蟹的商家张女士也表
示，螃蟹价高，购买的人相应减少

了，但是每天也能零售出100多斤
的梭子蟹。

“一般凌晨一两点的时候，会
有省内其他地市的货车前来进
货，梭子蟹的日批发量可以达到
七千斤到一万斤，辐射到泰安、临
沂等多个地市。”吕智军说。

据了解，东海和南海已在8月16
日结束伏季休渔期，渤海和黄海将
在9月1日结束伏季休渔期。“自从8
月中旬陆续开海之后，自然海蟹逐
渐进入市场，现在螃蟹日进场量有8
吨。”济南海鲜市场办公室的工作人
员王峥嵘说，“渤海和黄海开海之
后，梭子蟹数量能上升不少，特别是
本地蟹，可以更多更快地到达市场，
届时价格应该能再下降一些。”

文/片 黄寿赓 济南报道

一周年活动缘何落地安丘

“我们将在安丘举办山东省
农业高质量发展县域行暨‘齐鲁
农超’共融发展系列活动，包括
生态农业调研、共融发展研讨、
推进等多个环节，《2024山东农
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指数》
将同步发布。”在上线一周年之
际，“齐鲁农超”平台相关负责人
透露。

作为山东省区域农业公共
品牌自主平台，“齐鲁农超”承担
着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模
式、探索山东数字农业发展新路
径、树立“好品山东”新品牌的使
命责任。在上线一周年这一重要
时间节点，重要活动缘何落地安
丘；落地背后，二者之间又有何
深入谋划？这一切仍绕不开农产
品品牌提升的话题。

安丘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局长孙海龙介绍，安丘农业
资源丰富，年产优质农产品460多
万吨，是著名的蜜桃之乡、姜蒜
之乡、草莓之乡、樱桃之乡和桑
蚕之乡。同时，安丘农业出口优
势突出，年出口蔬菜60多万吨，出
口额占全省的1/7，潍坊的60%，
连续15年领跑全省，被誉为“世界

的菜篮子”。
近年来，安丘市始终把农业

品牌建设作为提升农业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抓手，高位运营“安
丘农耕”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区
域公用品牌+产业品牌+企业品
牌”的母子品牌矩阵，通过育品
牌、强宣传、拓市场，以提高农产
品市场占有率，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持续发力品牌建设之下，安
丘与“齐鲁农超”平台关系渐近。
8月中旬，负责运营“安丘农耕”
区域公用品牌的安丘农投集团
与“齐鲁农超”确立战略合作关
系，二者通过在线上开设“齐鲁
农超·生态农业安丘品牌馆”，线
下打造“齐鲁农超·生态安丘馆、
体验馆”的方式，实现产品展销

“两条腿走路”。
其中，线上“齐鲁农超·生态

农业安丘品牌馆”内聚集了包括
辉渠香小米、新鲜蔬菜礼盒等绿
色、生态好品，也有像安丘大葱、
安丘大姜、安丘大蒜、安丘蜜桃
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满足消费
者各式需求。

据悉，在8月28日，“齐鲁农
超”将启动山东省农业高质量发
展县域行·安丘站，深入发掘安
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以及较
高的农业标准和溯源系统、完善
的农业产业链条，擦亮“齐鲁农

超·安丘样板”的金字招牌。

产品销售多个渠道多条路

与安丘的合作是齐鲁农超
近一年来发力开局的一个缩影。
作为山东省区域农业公共品牌
自主平台，去年8月，“齐鲁农超”
还未正式上线就已得到各类涉
农主体的广泛关注；成立之初，
入驻农产品品牌就超过了1000
个，有近3000家商户入驻。

农业大县兰陵，蔬菜常年种
植面积120万亩，年产量达500万
吨以上。近年来，兰陵坚持扩规
模、延链条、育品牌，全力推动蔬
菜产业扩规提质增效，涌现出一
批产业链后端深加工企业。搭上

“齐鲁农超”快车，这些企业销售
渠道日益丰富。

兰陵新天地蔬菜食品有限
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农副产品
加工的企业，主要产品为各类果
蔬冻干食品。“齐鲁农超”平台刚
刚上线，公司就入驻平台开设了
店铺。谈及入驻初衷，公司总经
理刘聪表示，“多一个渠道就多
一条销售路子。”

临沂好好吃饭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也是受益企业之一，公司
依托当地地理标志产品“苍山辣
椒”生产各类调味品。公司总经
理赵奕铭表示，起初入驻平台看

中的是销售渠道的拓展，“平台
本身是一个销售渠道，后来又在
第三方平台开设了店铺，平台运
营团队线下也能为我们对接一
些客户，可谓多管齐下。”

拓展销售渠道的同时，“齐
鲁农超”还在为当地农产品品牌
建设赋能。今年4月份，“齐鲁农
超”平台上线了“兰陵品牌馆”，
新天地公司多款产品作为当地
的代表产品入驻品牌馆，既为兰
陵农产品整体品牌形象打造助
了一把力，同时公司品牌又能借
力“兰陵”传播至更广。

兰陵农高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王志乾表示，“兰陵品
牌馆”立足于当地蔬菜大县的优
势，正成为当地优质农产品宣
传、销售的重要渠道，推动农产
品声量、销量双提升，助力当地
特色农业发展壮大。

好品故事要持续讲下去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率先在全国过万亿
元，生产了全国约8%的粮食、
11%的水果、12%的蔬菜、13%的
水产品，蔬菜和肉蛋奶产量、规
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全
国第一。盛名之下，山东农产品
资源丰富，品类齐全，诸如章丘
大葱、莱阳梨、潍县萝卜等农产

品已经受到消费者高度认可，成
为响亮的“山东名片”，但也有相
当数量优质农产品仍处品牌提
升“爬坡期”。

近一年来，“齐鲁农超”通过上
线地方品牌馆、组织各类线下活
动、帮助对接资源等多种形式，助
力农产品品牌提升，大量企业、产
品因此受益。借助“齐鲁农超”，主
营益生菌相关产品的山东省金马
宝力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线上
转型有了抓手，搭上“齐鲁农超”活
动快车，公司产品得以到更高的平
台进行展示；借助“齐鲁农超”，主
营“赵庄花生米”的高唐县吉祥豆
食品有限公司不仅销量提升，更将
传统手艺传承……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齐鲁
农超”平台已入驻企业超4500家，
包含龙头企业、老字号品牌、地
方特色产业、农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多种运营主体，其中，山
东知名品牌超300个，涉及山东特
色农副产品近2300件。此外，“齐
鲁农超”还打造出“济宁馆”“生
态农业安丘品牌馆”“巾帼好品
馆”“鲁酒馆”“山东国寿乡村振
兴馆”等多类特色品牌馆。

在上线一周年之际，多家企
业表示希望“齐鲁农超”的好品
故事能够持续讲下去。临沂好好
吃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8月刚
刚借力平台拿下一笔订单，公司
的赵奕铭说，“无论是品牌的宣
传还是线下的展会，平台助力一
直没断过。对于我们商家来说，
希望这种高质量的运营能一直
持续下去。”

“齐鲁农超”相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山东省区域农业公共品
牌自主平台，“齐鲁农超”将持续
致力于打造山东优质农副产品
交易展示平台，为山东农业品牌
建设和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

据悉，为迎接周年生日，“齐
鲁农超”自7月24日起发放为期一
个月的百万消费券，平台全品类
可使用。同时将于8月28日在潍
坊安丘举办线下活动，聚焦山东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和
领域，共同探讨、学习发展过程
中的先进模式和成功经验。

梭子蟹在济上市，要不要尝尝鲜？
价格较去年同期高出一倍，下月价格有望降低

近日，随着东海、南海等海域伏季休渔期的结束，济南海鲜市场也迎来了梭子蟹的上市热潮。与往年
相比，不少济南市民发现今年梭子蟹变贵了。

还有不足10天，“齐鲁农超”上线将满一
周年，届时平台将举办山东省农业高质量发
展县域行暨“齐鲁农超”共融发展系列活动。
作为山东省区域农业公共品牌自主平台，“齐
鲁农超”自去年8月28日正式上线以来，始终
致力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模式、探索
山东数字农业发展新路径、树立“好品山东”
新品牌。通过一年的努力，平台入驻企业已超
4500家，越来越多优质农产品通过“齐鲁农
超”走到台前。站在一周年节点向前看，商家
希望“齐鲁农超”的好品故事能持续讲下去。

“齐鲁农超”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商品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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