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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反常 草莓减产“身价”涨

近些年来，随着我市草莓种植园的兴
起，每到冬春季节，就会有不少人带着一
家老小驱车来到草莓园，一边品尝美味的
草莓，一边体验采摘的快乐。今年记者发
现，虽然采摘草莓的人不少，草莓价格却
一直坚挺，动手采摘至少20元一斤。一些
种植户告诉记者，由于受去年冬天的持续
阴霾天气和极端低温的影响，导致草莓收
成减少，为了保本，价格一直没有降低。
记者了解到，今年草莓前期收成不好，后
期已经慢慢调整过来，种植户全年收入可
能会打折扣。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一些
种植户成立草莓种植合作社，逐步朝正规
化发展，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

顺着郾襄路向西走，过了龙城镇以
后，道路两旁的草莓种植大棚接连不断，
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这里也是我市最早
开始种植反季节草莓的区域。经过十多年
发展，在我市周边也小有名气，每天驱车
到这里采摘草莓的顾客络绎不绝。

2月20日，记者经过这里，看到路边不
少卖草莓的摊位，上面摆放着一盆盆鲜红
的草莓，看到有人路过，摊主会热情招呼
他们来采摘。

“草莓多少钱一斤？”“一斤20块。”路
过的几位市民停下车问路边卖草莓的村民
刘红敏。“怎么这么贵？便宜点行吗？”“都
这价格，不信你去问，这几天肯定便宜不
了。”“我们能不能到地里自己摘？”“你们
自己去摘最便宜的20元一斤，甜一些的品
种每斤40元，我们家的草莓护理得好，状
况还好一些。”刘红敏说，别人家棚子能摘
的草莓更少，可以比较后再采摘。

记者来到刘红敏家的草莓大棚内，看

到一行行生长在陇上的草莓露出点点红
色，看起来很是喜人，有不少工人正在忙
着把一些坏掉的根茎拔掉。“如果不拔掉，
会影响植株和果实的生长。”刘红敏告诉记
者，往年这个时候草莓多得很，满棚子
里到处都是草莓，红彤彤的煞是好看。
但由于去年天气寒冷，导致草莓生长情况
不好，不少大棚第一茬果实基本绝收，采
摘期也往后推迟了一些，这也导致果子要
贵一些。

每斤草莓比往年贵5元

刘红敏是新店镇的一位农民，她种植
草莓已经有八年了，今年种植了九个草莓
大棚，每天都在棚子里忙碌，看到一位顾
客在大棚中品尝草莓时候用水冲洗，她赶
忙制止，“水如果滴到花上，这朵花就不能
结果实了。”她说。

刘红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塑料
大棚建设费用两万多元，但这是永久性投
资，可以重复使用，这样算来，每年收入
还是很可观的，但种草莓要看天吃饭。“种
植反季节草莓效益不错，但需要勤打理，
害怕霜冻。”刘红敏告诉记者，去年11月份

正是第一茬草莓授粉期，花朵刚刚开放，
却碰上了连续阴霾天，一个月几乎没见到
太阳。气温也偏低，蜜蜂授粉效率不高，
几个大棚结出来的果实都跟花生米一样
大，也不会长红，变成了“僵果”，最后雇
工人把这些果实全部摘除。阴霾天气过
后，又碰上了极寒天气，最低气温降到零
下12℃，三层大棚也无济于事，草莓叶子
上都结了冰，第一茬基本没啥收成。

“有些外地种植户采用类似防冻液的
东西对草莓植株进行喷洒，但我们不知道
这种东西有没有毒害性，也没有采用，我

们用的是点燃固体酒精的办法，整夜在大
棚内点燃固体酒精，提高棚内温度。”刘红
敏说，天气不行，让她损失了好几万元。

草莓种植和种庄稼是一个道理，只有
勤快才能丰收。春节前后，刘红敏一直雇
人打理大棚，把畸形的果和坏掉的茎叶清
理干净，看起来赏心悦目。“有些种植户
感觉人工太贵，我可不这么认为，如果
不勤快，果实也长得不好看。”刘红敏
说，一名工人一天40元钱，也就是两斤草
莓的价钱，园子收拾干净了，收成好了，
收入自然就高。

对抗恶劣天气彻夜不眠

“我种了八年草莓，今年是最贵的一
年。”刘红敏说，“反季节草莓一般都是三
茬，从 12 月份到来年的 4 月份都能卖果
子。2014 年，五个大棚草莓卖了 14 万元。
去年种植了九个棚子，却碰上恶劣天气，
今年能挣十万元就不错了。”

“往年草莓11月底就下来了，但今年
要晚得多，主要是11月份开花后，没有得
到充足的阳光，所有种植户都一样。”新
店镇草莓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常留柱告诉

记者，今年草莓花期早的畸形果多，花期
晚的就好一些，还有些种植户母苗因为
管 理 不 善 导 致 枯 死 ， 又 进 行 了重新补
苗，导致前期收入受影响。往年春节期间
草莓种植户至少已经收入五六万元，但今
年基本都打了折扣，不过草莓可以结几茬
果子，一段时间后，基本能保证有果子
摘。应该不会赔本，但应该没有往年收入
高。

“我们自己种植的草莓都不掺假，品

相不好的都进了我们的肚子里，所以我们
杜绝使用膨大剂，如果缺肥就喷一些叶面
肥，以保证品质。”刘红敏告诉记者，草
莓 种 植 园 的 销 售 模 式 基 本 就 是 团 队 采
摘，每个大棚都有固定的客户源，他们
会提前打电话预定，指定的大棚会让他们
优先采摘。大年廿九订了一个团，大年初
一来了几十个人摘草莓。当天收入好几千
元。目前，天气已经回暖，接下来还有好
的收成。

草莓受灾，收入较往年低

常留柱告诉记者，反季节草莓主要从11
月底开始，能持续到来年5月份。最初上市
的草莓价格最贵，最便宜要30元一斤，最贵
的 50 元一斤，春节期间最低价格为 20 元一
斤，春节过后游客减少，价格稍微回落，到
清明节前后价格又会有所抬头。接着，龙城
镇的桃花节也是销售高峰期。到5月份，还
有新店镇的草莓节，这都是销售草莓的好时
机，滞销问题基本不存在，草莓种植还有更
大的空间。

“我是附近种植反季节草莓最早的一
家，2005年前后，我在南阳打工时，发现当
地种植的反季节草莓很畅销，就引进到漯河
试着种植。”常留柱告诉记者，新店镇几个村
庄有种植晚草莓的传统，一般就是一年一
茬，到收麦前就结束了，他种植的反季节草
莓产量高，收获后直接供应市区水果行，非
常畅销。后来，不少人也跟着种植，慢慢形
成了规模。如今，六家种植户成立了水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草莓季节过后，大棚就用来
种植西瓜，销路依然很好。常留柱经常去外
地参观学习，不少地方的草莓种植园规模
大，形式多样，收益也很好。他们准备把自
己的草莓注册商标，做成无公害草莓品牌，
让产品更加正规化。

“现在我们的草莓种植规模在漯河是最
大的，品种也很全。”常留柱告诉记者，合
作社还要解决更多问题，比如，培育母苗的
问题，草莓管理的问题，应对自然灾害的
问题等，不少地方的草莓种植经验非常
成熟，不仅种植面积大，还有无土栽培，
盆栽观赏草莓等品种，我们也希望在发展中
多开拓视野，让新店草莓做成漯河的一张名
片。

成立农业合作社
提高抗风险能力

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去采摘草莓。

种植户刘红敏向记者展示摘下的“僵
果”。由于气温偏低，蜜蜂授粉效率不高，几
个大棚结出来的草莓像花生米一样，也不会
长红，变成了“僵果”，最后这些果实得全部
摘除。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实习生 姚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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