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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王磊

4月14日，经过“半岛助农”团队的
实地考察，正式与即墨区段泊岚镇埠东
村建立产销对接关系，该村的西红柿、黄
瓜、甜瓜、葡萄、菜花等农产品，将正式登
陆“半岛助农”平台，纳入“10小时新鲜、
自然成熟果蔬地头到餐桌体系”。
埠东村遴选书记黄绪超介绍，有着

300年历史的埠东村目前仍以种植为
主，村里多数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多外出
务工，“村里也打算鼓励更多村民进行果
蔬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种植，但是迫于销
路问题，不少村民仍有顾虑，村里也正通
过多渠道帮助村民产销对接，‘半岛助
农’项目，刚好可以解决农产品销售问
题。”
14日，“半岛助农”项目团队在埠东

村考察时了解到，目前村里有居民500
余户，多数为传统种植，葡萄、西红柿、甜
瓜、黄瓜等果蔬种植大棚约有50个，另
外还有肉牛、肉羊的养殖。虽然村里的土

地多为平原良田，但是，现代农业种植模
式仍然有待发展。“由于传统种植收益不
是太高，多数年轻人选择了外出务工，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现代农业种植的
发展，毕竟中老年人对现代农业仍然缺
乏认识，且缺少新思路。”黄绪超说，作为
去年年底上任的遴选书记，他基本掌握
了村里的情况，并有计划带领村民向新
型种植农业发展，“根据了解，不少有意
向的村民还是担心销路问题，毕竟上马
新型种植农业需要投入，且需要相关的
种植技术，还需要日常管理，如果销售环
节出了问题，种植等其他环节也会受到
比较大的影响。”
为了帮助居民解决销售的后顾之

忧，为打算上马新型种植农业的村民吃
下“定心丸”，黄绪超通过多渠道进行产
销对接。“‘半岛助农’项目，刚好可以帮
助居民销售，从地头直接装箱拉货，村民
不用再操心销售问题，可以专心做好种
植，也有精力扩大种植规模，增产增收。”
黄绪超说，目前村里的葡萄大棚前景看
好，不但品种丰富，且品质优良，“另外，
村里的西红柿、黄瓜、甜瓜等果蔬也正在
陆续上市，希望通过‘半岛助农’项目平
台，可以让埠东村的新鲜、自然成熟的果
蔬，摆上青岛市区居民的餐桌。”
目前，“半岛助农”平台仍在积极对

接各农产品种植、养殖基地，如果您也有
相关农产品的销售难题，也可以通过扫
描二维码与“半岛助农”对接，项目团队
在接到您的信息后，会尽快安排工作人
员现场考察，并确定产销对接关系。

□半岛记者 华敬方

近日，半岛记者从即墨区鳌山卫街
道神汤沟村了解到，该村海蛎养殖迎来
产量最高的一年，全村总产量达2000
万斤。受疫情影响，往年商贩到码头进
货的场景不再，如今通过线上接单，配
送的销售新方式成为主流。
4月10日上午，在即墨区鳌山卫街

道神汤沟村码头上，出海归来的渔民们
正忙着将打捞的海蛎装车。在码头南
侧，一名养殖户正在用水冲洗装好的海
蛎。他告诉记者，海蛎冲洗干净后，按照
10斤一包装好袋，由本村村民开车送
往客户预订的地点。
记者了解到，今年受疫情影响，商

贩一度无法直接到码头进货，神汤沟村
的海蛎一度滞销，但在鳌山卫街道的帮
助下，通过电商和媒体双渠道寻找销
路。鳌山卫街道充分发挥电商的优势,
通过养殖户代表统一收购供货、同城配
送、快递销售三项措施打通销路,并设
置了专业客服为顾客提供回访、接单、

购买等服务。
在养殖户于水清家的大院中，一家

5口正分工有序地忙碌着，有的分拣，
有的用小刀将连成块的海蛎分离，有的
在称重装包，一旁装包的海蛎已经靠墙
堆起了一米多高。“这个白色塑料袋，一
袋是10斤，分装好以后，统一发货，今
年的产量相较往年更高，往年我家平均
产量在12万斤左右，而今年能达到20
万斤以上，可以带来20多万的收入。”
于水清告诉记者。
据神汤沟村党支部书记于国清介

绍，神汤沟村目前共有70余户海蛎养
殖户，今年是产量最高的一年，每户的
产量都能在20万斤以上，预计全村的
总产量约2000万斤。
据了解，海蛎的丰收季在每年的1

月至5月间，眼下，神汤沟村的海蛎养
殖户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出产工作，预
计还将持续半个月的时间。神汤沟村的
海蛎以个小味鲜的特色著称，市民如果
想要尝鲜，要抓住最后的“小尾巴”，抓
紧时间行动啦。

□半岛记者 华敬方

日前，即墨区鳌山卫街道七沟三村
的扇贝，正大量上市，这里出产的扇贝
以质量好、肉肥、味道鲜美远近闻名，今
年因市场对扇贝的需求较高，价格自然
也水涨船高，达到了往年最高价。行情
好，销路根本不用愁，备受市场欢迎，成
了“热销货”。
4月14日清晨，记者来到即墨区鳌

山卫街道办事处七沟三村码头，此时出
海捕捞的养殖户正在陆续回港。沿村口
一路到码头，有不少堆成小山的扇贝，
因为刚刚从海里捕捞上岸，扇贝的外壳
沾满了淤泥，呈黑褐色。但撬开贝壳后
可以看到，扇贝的卵黄鲜红，扇贝丁雪
白，让人食欲大增。正在岸边装包的养
殖户告诉记者，他们村出产的扇贝，因
味鲜、肉肥著称，最好的烹饪方式就是
清蒸，尝到最纯正的扇贝味道。
码头旁一条刚到岸的渔船上，满载

着扇贝，因正当涨潮，渔船靠岸后直接
上岸即可，省去不少力气，如果是低潮
时，需要用手一笼一笼拖上岸。养殖户
于永刚告诉记者：“这一船扇贝有近8000
斤，一笼子有30斤左右，我们每天晚上12
点就要起床准备，捕捞时间大约有两个小
时，4点左右回到码头，收获期从4月初开
始，持续半个月的时间。”
一旁是到岸忙碌的渔民，另一旁是

忙碌的“嗡嗡”的铲车，六七名养殖户先
用铁锨将扇贝装筐称重，再合力将一筐
一筐的扇贝倒入铲车的斗中，铲车“举
起”装满扇贝的斗，驶向另一边的大货
车，将扇贝举高、倾倒进车厢内。
记者了解到，今年由于市场对扇贝

的需求大，价格是去年的两倍，同样卖

一斤扇贝，与去年相比可以多赚一倍的
利润。“扇贝养殖的成本除了一次性投
入设备外就是人力成本，所以毛利润除
去这些成本，每年的收入还是很客观
的。”于永刚告诉记者，仅他一家今年可
以出产13万斤左右，今年行情好，能带
来30多万的毛利润。
于永刚告诉记者，扇贝养殖每年要

两次“下苗”，第一次在“五一”前后，第
二次在八月十五。“五一”第一次下苗后
随着夏天的到来，海水水温升高，扇贝
会死掉不少，八月十五二次下苗补充扇
贝数量，经过冬天和春天的生长后，于
4月份收获。
扇贝的销售方式分为3种，一是到

岸后直接装车大量批发；二是供商贩购
买后到市场零售，要提前预订；三是剥
壳去黄，单买扇贝丁，扇贝丁的价格最
高，每斤的零售价在50元左右。
据七沟三村党支部书记于吉令介

绍，他们村养殖扇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86年，最开始的时候仅有一两户养殖
户，其他村民看到养殖扇贝的收入不错，
纷纷开始效仿。目前全村共有40户扇贝
养殖户，根据往年的数据，年产量在400
万斤左右。因扇贝的收获期从4月开始，
省内的车辆可以前来进货，基本未受到疫
情的影响滞销，反而因今年市场需求大，
价格是最高的一年，因味道鲜美，不少
蓬莱、荣成、潍坊的商贩慕名而来进货。
鳌山卫出产的海鲜一直以味道鲜

美闻名于周边，记者了解到，因鳌山湾
周边有紫菜养殖户，附近海域中微生物
多，再加上有河流从即墨鳌山湾入海，所
以这里的单细胞藻类含量非常丰富，给养
殖的海鲜生长提供了充分的饵料，投苗后
无需喂食饲料，自然生长即可长成。

▲埠东村西红柿种
植户。

▲“半岛助农”微信
二维码。

“半岛助农”助力段泊岚埠东村
西红柿甜瓜等多种农产品可直达岛城市民餐桌，为村民发展规模种植解除销售担忧

2000万斤！鳌山卫神汤沟村海蛎养殖户大丰收

肉厚味美的海蛎。

鳌山卫扇贝丰收，晚上12点起床捕捞
一船8000多斤，养殖户“忙坏了”也“乐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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