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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差每年让他大赚一笔

从8月下旬，莱西沽河农民崔奇就
没有闲着。“我把在长白山培育的嫁接茄
子苗运回莱西。”崔奇说，“之后就组织
人，在翻好的土地上栽苗子。”
与常规茄子种植不同的是，崔奇的

茄子是种在蔬菜大棚里，在冬季生长的。
今年，崔奇这个农民种植的茄子增加到
了眼下的40亩。
半岛记者在莱西等地的农村采访发

现，当地一些菜农种植的露天茄子当前
即将下市。“现在株上的茄子已经不好吃
了，发涩发苦。”一名菜农边说边在菜园
里拔掉茄子株。
正当北方的农民将露天茄子拔掉

时，崔奇的茄子却在大棚里舒展着大片
大片的叶子，开始怒放茄子花。“这茄子
苗已经移栽20多天了，现在已经开始开
花。”崔奇站在他的一个茄子大棚里告诉
记者，再有20多天，当北方所有的露天
茄子全都下市时，他大棚里的茄子正好
接替露天茄子“登场”。
“别的菜农没有茄子了，我这里有。”
崔奇说，“物以稀为贵，显然此时茄子的
价格一定会提升。”
更让崔奇为之喜悦的是，当室外冰

天雪地时，他室内的茄子正是大批上市
的时候。显然，崔奇在农业的道路上走的
不是寻常路，他是在让茄子进行“逆生
长”。而掌握茄子在北方严寒气候条件下
能进行“逆生长”的，是崔奇独立的创造。

被农业专家称为“真正专家”

20多年来，崔奇在将长白山的野生
茄子与食用茄子进行嫁接并对花粉进行
创新后，打破了食用茄子在北方严寒条
件下温室大棚内不能成长的瓶颈。
崔奇的这一“创造”，连一些农业专家

都为之震惊。为此，河南、河北、黑龙江、辽
宁、重庆等农业界的专家都纷纷前来崔奇
的大棚里，参观他冬天能在北方生长的茄
子。农业专家称崔奇是茄子嫁接领域，从
青岛的土地上走出的真正“专家”。
不仅自己富了，崔奇还带动他人致

富。“今年莱西、胶州、平度、诸城、滨州、莱
芜等地的省内种植了500亩。”崔奇告诉
记者，除了在省内种植，现在他的技术已
经开始向东北三省、河北、江苏、河南、重
庆等地辐射，全国种植面积超过4000亩。
显然，这4000亩的冬季大棚嫁接的

茄子苗都出自农民崔奇之手。“仅8月下
旬到9月上旬，就销售嫁接茄子苗600
多万棵。”崔奇说。
静待茄子即将进菜篮子之时，近一

个月来的崔奇更是没有闲着。9月上旬，
崔奇赴河北与河北农界谈判关于引进嫁
接高产茄子技术。从河北赶回莱西后，稍
作休整的他又奔波在莱西、胶州等地茄
农的大棚里，指导茄农授粉。9月20日，
崔奇又马不停蹄从莱西赶到滨州、莱芜
和诸城，指导茄农打杈、授粉。

“人造环境”育“天价葡萄”

从沽河走出的农业专家不光崔奇一
人，曲家庄村的农民葛洪国，被喻为当地
的“葡萄大王”。
“葡萄大王”葛洪国种植葡萄近30
年，他的“洪国葡萄合作社”的一棵27年
生的“葡萄树王”，成了葡萄基地发展壮

大的有力见证。葛洪国站在这株主干高
达4米的葡萄树下告诉记者，仅这一棵
葡萄树每年就产葡萄300多斤。
早年的葛洪国尝试种植葡萄，如今

的葛洪国不仅种葡萄，同样在种植葡萄
的道路上不走寻常路。在葛洪国80亩连
体大棚葡萄基地里，葛洪国将一个葡萄
袋子褪下来，一串绿色、葡萄粒如冬枣大
小的葡萄展现在记者面前。
“你尝尝，这葡萄与普通葡萄不同。”
葛洪国说。当记者将葛洪国递上的葡萄
放嘴里咀嚼起来，才感受到这葡萄放进
嘴里被咀嚼后，释放出一股浓郁的香气。
“通体是绿色的，”葛洪国说，“这个葡萄
的品种来自日本。”
实际上，早在5年前，葛洪国就将这

个日本的葡萄品种引种到了莱西，试种
的前几年，他发现除了莱西与日本气候
有些许差异之外，他没有从根本上掌握
这种葡萄的种植技术。
这个60多岁的农民开始学电脑上

网，并在网络上查这种葡萄的种植技术
和管理方法。“这种葡萄对肥料、土壤的
湿度、阳光照射程度以及温度要求严
格。”葛洪国说，在掌握了这些要素之后，
他在大棚里打造出了适宜这种葡萄生长
的环境，用了3年时间，他的这种葡萄的

试验，在青岛的土地上种植成功了。
“我这一串葡萄重达2斤。”葛洪国
说，“若是在日本，这串葡萄可折合人民
币600元。”在日本最高卖到每斤折合人
民币300元的“天价葡萄”，就出自莱西
农民之手！

凭“受众细分”让业界惊叹

“现在有20亩这样的‘天价葡萄’，”
葛洪国说，“每亩的产量控制在3000～
4000斤。”葛洪国种植的“天价葡萄”，引
来了广东、福建等地的商人。“广东、福建
商人从我这里每斤40～ 50元的价格收
走葡萄后，再出口到日本。”葛洪国表示，
在未来的两年里，这样的高产值葡萄将
增加到60亩。
“葡萄大王”不光是在大棚里种植葡
萄，他的葡萄可谓被他研究到了极致，老
年人喜欢吃什么葡萄，孩子喜欢吃什么
葡萄，糖尿病人能吃什么葡萄？都被他研
究得透透的。
葛洪国从另一棵葡萄树上摘下一颗

葡萄：“你尝尝这个葡萄。”记者将这颗葡
萄放进嘴里，随后对葛洪国说：“这颗葡
萄不甜”。“你说得太对了，这葡萄不甜，
糖分极少嘛。”
葛洪国笑着说：“糖分少的葡萄适

合什么样的人吃？适合糖尿病人吃，咱
们觉得葡萄不甜没什么滋味，但是对于
糖尿病人来说，能安全放心地吃上串葡
萄，尝尝葡萄味，可是一件大事。”而这
种糖分极少的葡萄，是葛洪国花了数年
的工夫，将多种葡萄进行杂交精心选育
而来的。
若是一个采摘人，在葛洪国的葡萄

基地，你可以“随心所欲”，想吃什么葡萄
就吃什么葡萄。毕竟，在这个葡萄基地
里，有多达30种的葡萄让你去选择。不
光是葡萄种类的培育研究让他这个农民
蜕变，每年从他的基地里走出的20万棵
葡萄苗子和上千盆葡萄盆景，同样让业
界惊叹。

北方冬季不能种茄子的瓶颈如何打破，300元一斤的葡萄如何种出？

不走寻常路的“农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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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当露天茄子即将下市的时候，
崔奇大棚里的茄子已经开花，再过20天
就将上市。身为莱西沽河农民，崔奇打破
了食用茄子在北方严寒条件下不能生长
结果的瓶颈，被一些农业专家称为真正
的“专家”。
而在莱西沽河街道曲家庄村的洪国

葡萄合作社，农民葛洪国正在他的百亩
葡萄园里，为他在国外能卖到300元每
斤的葡萄新品种摘袋。如今的“葡萄大
王”葛洪国不但将葡萄卖到了国外，还培
育出适合不同人群的葡萄。
显然，不管是“茄子专家”崔奇还是

“葡萄大王”葛洪国，在农村这片广阔的
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跳出农业
种植的老套路，闯出各自不同寻常的广
阔天地。

崔奇（左）在指导茄农给茄子授粉。

葛洪国从日本引种的葡萄品种在莱
西种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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