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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大棚里过个丰收年
海阳白黄瓜供不应求得提前5天预订，成当地人致富“金黄瓜”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笑笑

今年春节，烟台海阳市里店镇56岁
的徐明远又是在黄瓜大棚里过的年。“越
到春节越忙，根本没时间好好过年。”徐
明远种的海阳特产白黄瓜由于质量高深
受欢迎，今年要提前5天预订。据了解，
“海阳白黄瓜”已成功注册地理标志商
标，如今成了当地致富的“金黄瓜”。

春节天天待在大棚里

2月20日中午，黄瓜大棚里温度
21℃。海阳市里店镇祁家庄村的白黄瓜
种植户徐明远顾不上招待家中来访的客
人，一个人跑到大棚里摘起了白黄瓜。
“下午一个客户来拉100斤，不赶紧摘交
不了差。”徐明远说，这个春节他和妻子
白天几乎都待在大棚里了，“哪有时间回
家过年，就是在大棚里过的年。”
“过年是白黄瓜销量最好的时候，根
本不够卖的。我家的白黄瓜得提前5天
预订。但我这个1 . 3亩的大棚，一天就能
摘200多斤。”徐明远一到逢年过节就犯
愁，“以前种西红柿等其他蔬菜就愁卖不
出去，自从4年前种了白黄瓜，就愁不够
卖的。人家都提前预订了，最害怕断货。”
徐明远说，春节这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二
三百斤的缺口。农历腊月廿九那天晚上，
徐明远也学着别人在自己微信朋友圈里
推介了自家的白黄瓜，没想到一晚上订
出去300多斤。“以后再也不敢发朋友圈
了，本来就不够卖的，朋友圈都是亲戚朋
友，又不好拒绝。”徐明远笑着说。
徐明远说，白黄瓜自然生长期需要

七到八天，长到18厘米至20厘米就可以
上市了。“进了腊月到第二年的清明这段
时间，是白黄瓜味道最好的时候，所以价
格也贵。”徐明远的白黄瓜，春节期间的
批发价在8元/斤左右。

人在家中坐客户找上门

徐明远爱琢磨，现在大家都追求有
机绿色食品，他就在白黄瓜质量上下起
功夫，只要有空就到处听农业讲座。功夫
不负有心人，徐明远心中也有了自己的
白黄瓜培育经。
“为啥小时候的黄瓜西红柿味道特
别浓，那是因为不用化肥、不打药。”于
是，徐明远采用有机化管理，施秸秆、稻
壳等有机肥，还去超市拉回过期牛奶发
酵当肥料。同时，也不给白黄瓜打农药、
上激素。这就需要他和妻子必须每天待
在大棚里七八个小时，“黄瓜爱生各种
病，如果不打药，就得紧盯着，发现有得

了病的就得赶紧拔了，否则就传染。”徐明
远跟记者聊天的时候，眼睛也不时扫着身
边的几株黄瓜，说着话的工夫就随手掐下
一根小黄瓜，“这根长得不好看，也不能
要。”说完，他直接放进嘴里吃了起来。
在徐明远的精心培育下，他种的白

黄瓜水分充足，口感脆甜鲜美，深受消费
者喜欢。最开始第一年，徐明远还去市场
上卖过，也给几家大超市供过货。再后
来，“直接在家里坐着就行了，客户都找
上门来了。”徐明远说，当地的电商、批发
商就能把他家的白黄瓜全部包销。如今
物流快递业发达，徐明远的客户遍及全
国各地，而最让他骄傲的是，他的白黄瓜
还走出了国门，被带到了新加坡等国，
“有在外的中国人回家探亲，点名要带海
阳特产白黄瓜”。
靠着种植白黄瓜，徐明远这两年也

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富裕户，“一年能挣
个十来万吧，没细算，反正是以前种其他
蔬菜收入的好几番吧。”徐明远不好意思
地笑笑。

徐明远在大棚里摘白黄瓜。

■延伸
她辞职回家做电商
将白黄瓜快递到全国

在距离徐明远村庄几公里外的
里店镇上，一家名叫“四季农场”的绿
色农产品直销店里也正忙得热火朝
天。店内，贴着“四季农场”标志的绿
色黄瓜箱摞了好几排。31岁的由寅芳
是这家店的老板，中午12时许，她在
锅里热上饭后，赶紧往黄瓜箱里装白
黄瓜。“刚刚莱西一个老客户要20斤
白黄瓜，我赶紧装箱，给他发快递过
去。”由寅芳说的是她网店的顾客。
由寅芳父母家里也种植白黄瓜，

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白黄瓜，2016
年年初，年轻的由寅芳将店开到了网
上，辞职在家做起了电商。最开始她
只卖父母家种植的白黄瓜，没想到非
常畅销。“我父母家的黄瓜大棚一天
只能产百斤左右，后来根本不够卖
的。”2017年，由寅芳干脆成立了一个
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了6家果
蔬种植户，一共5个白黄瓜大棚，平均
每天从网上就能卖出200多斤。
春节这几天，由寅芳和家人天天

在店内忙活，除了网上销售，线下客
户来买白黄瓜的也非常多，一天就能
卖出1000多斤白黄瓜。“进入农历小
年后就格外忙了，预计能持续到正月
十五以后。”由寅芳说，现在春节快递
也不停业，所以春节期间仍有天南海
北的网上顾客购买白黄瓜。“青海、内
蒙古、北京、上海、广东、海南……”由
寅芳列举着她发货的地址，“真的是
全国各地都有，而且回头客很多。现
在快递也很快，发空运的话第二天就
到了，非常新鲜。”靠着做电商，由寅
芳如今一年能挣15万元左右，“比之
前上班挣的多多了”。
如今，“海阳白黄瓜”已成功注册

地理标志商标。据了解，借助互联网
进行果蔬产品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
销售方式，海阳白黄瓜年产值约10亿
元，成为当地人致富的“金黄瓜”。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杰 报道
本报2月21日讯 在举国上下庆贺

新春、全家团圆时，很多家住李沧的市民
还同时关注了另一件“大事”——— 给自己
喜爱的摄影作品投票。20日下午5时，
“我爱我家——— 李沧人拍李沧”主题摄影

大赛结束了网友投票环节，不少作品获
得网友高票认可。
为充分展示李沧区五彩斑斓的画

卷，2017年12月，李沧区总工会启动了
“我爱我家——— 李沧人拍李沧”主题摄影
大赛，向李沧的摄影爱好者发出“邀请
函”。大赛设相机摄影组和手机拍客组，
分组评奖。经过两个月的作品征集，2月
10日活动截稿时，已收到近400幅参赛
作品，涵盖了李沧区过去一年来四季的
秀美风光和城市建设的巨变，不少照片
在构图以及艺术性方面都十分精妙。2
月11日上午9时至2月20日下午5时，摄
影大赛完成了网络投票环节。
21日，记者登录活动官方网站发

现，一些精美的参赛照片得到了众多网

友的投票支持。在相机摄影组，市民都文
明拍摄的《蓝调胶州湾跨海大桥》得到
了网友的高票认可，市民唐瑜拍摄的
《小小少年 一颗红心》及《喜迎十九
大喜庆剪纸》等作品也得票很高；而在
手机拍客组，市民周惠梅拍摄的《我的
家在李沧》等作品也收获了不少网友
投票。
这些获得网友认可的摄影作品，有

的展现出了李沧区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极
大改善；有的映衬出了李沧区过去一年
来在交通、经济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
效……每一幅照片背后都体现了拍摄者
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甚至有网友在
浏览照片后，感慨摄影者发现身边美好
的独到眼光：“用一双欣赏的眼睛发现身

边无时不刻存在的美景。”
记者了解到，除了网友投票外，本次

摄影大赛还设专家评审，将组织相关专
家进行评审。而在奖项设置方面，除了相
机摄影组、手机拍客组各评选出一、二、
三等奖，颁发相应奖金及荣誉证书外，还
将选出网站人气投票排名前20名的作
品，颁发网络投票优秀作品奖相应奖金
及荣誉证书。此外，大赛还为参与网络投
票的网友设置了“最佳鉴赏奖”，参与网
络投票时，投票者所投的20幅作品有
60%（含60%）以上获得“网络投票优秀
作品奖”的，其前20位将获得该奖项。评
选结束后，主办方将对获奖作品通过媒
体或网络进行展示并举办作品展览，最
后结集成册制作画册。

欢喜过大年，不忘来“选美”
李沧主题摄影大赛结束网友投票，不少作品获网友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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