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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应季农产品运输难销售难

桂林多方助力“桂林产”外销
通常来说，过年前后是桂林本地产柑橘、草莓、荔浦芋等应季农

产品销量最好的时候，不过从 1 月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这些
农产品却出现了滞销的特殊情况。

这些农产品目前销售情况如何？近日，记者走进市场、走近农户
了解具体情况。

18日，记者来到五里店果蔬
批发市场，从外面进市场的人全
部需要量体温，市场内也循环播
放着做好疫情防护的广播。过年
前，记者在该市场采访时，可以
看到大货车不断出入、商家顾客
热切交流的景象，但如今该市场
车流量和人流量都较少。

在该市场的水果区，年前有
数十家销售本地柑橘的摊点出
摊，如今只有十家左右，而且很
少有顾客前来选购。

其中一家摊点老板刘女士告
诉记者，年前柑橘销量还不错
的，但是现在基本没什么生意。
“比往年的年后销量少了很多，
现在每天能够卖出去的果子仅有
一千多斤，去年过年之后每天基
本可以卖出三四千斤，目前基本
上是帮一些老顾客发货，他们要
的量也不大。”

她介绍，沙糖桔价格每斤也
就1块出头，比往年便宜了2、3
块，比年前也便宜了一些，蜜香
橙现在2块多，年前最贵的时候
可以卖到4、5块，沃柑现在也是
2块多，年前可以卖到3块多。
“今年沙糖桔产量高、价格低，
所以本地柑橘整体价格不会太
高，现在疫情影响大，价格就更
低了，大部分品种都在2块左
右。”

刘女士还提到，现在很多地
方的村庄实行封闭管理，暂时还
不能进去拉水果出来，所以发货
很慢，原来第二天就能到的水

果，现在至少要提前 2 天跟果农
说，还不一定拉得出来。

该市场另一家柑橘销售摊点
的老板李女士正在分拣沙糖桔。
她表示，受疫情影响，现在市场
内卖柑橘的摊点至少比年前少了
6 、 7 成。

“现在沙糖桔的价格非常
低，每斤在 1 . 5 元、 1 . 6 元左
右，一些小果也就卖几毛钱，个
别小的 2 、 3 毛钱都有，沃柑年
前每斤卖 3 块 6 左右，现在品质
非常好的才卖 3 块。”她说，往
年这个时候每天至少可以卖一万
斤，现在每天最多卖两千斤。

李女士表示，该市场很多摊
贩是批发至外地的，但是受疫情
影响，前段时间很多果子收不过
来，又运不出外地。“现在仅能
销售到湖南和贵州，外地老板要
的数量也很少，找不出车来运果
子，本地又销不动。”

在该市场淮山、芋头区，一
家荔浦芋销售摊点的老板莫女士
也是愁容满面，她告诉记者，目
前销售量至少下降了 85% 。
“自从疫情开始，芋头就不怎么
卖得动了，特别是很多饭店都不
来收，年后更加卖不动了，每天
也就只能卖一两百斤。”

她表示，荔浦芋价格变化不
是很大，目前大个的卖3元一
斤，小个的卖2 . 5元一斤。虽然
价格变化不大，但是想收过来却
不容易。“至少要提前 3 天才能
把货拉过来。”

农产品卖不掉，最受影响的无疑是
种植户。记者了解到，目前桂林不少地
方的种植户都有大量果蔬滞销。

临桂四塘的秦先生告诉记者，和往
年相比，今年的沙糖桔滞销情况比较严
重。“本来今年家里的沙糖桔挂果就不
太行，产量比较低，而且还卖不出价，
去年每斤的收购价是1块8到2块，今年
只能卖到1块2。”他表示，年前沙糖桔
就不太卖得出去，年后受到疫情影响更
加难卖，很多果子都坏了。

秦先生说，往年果子成熟后，就会
有老板来收购，但今年行情不好，种植
户得自己把沙糖桔拉到其他乡镇去卖。
“比如永福罗锦有老板收购，我们就要
拉去当地卖，一次拉几百到一千斤，一
万斤果子断断续续卖了一个多月还没卖
完，而且价钱实在太低，今年都是亏本
的。”

永福三皇镇三皇村的种植户唐先生
表示，他种植了 10 亩沙糖桔，产量约 5
万斤，目前还有 2 万斤的果子挂在树
上。“这2万斤果子基本卖不动了，到
了天气热一点基本全部都要落，现在损
失在2、3万元左右。”

除了沙糖桔，灌阳新圩镇的草莓也
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滞销。新圩镇某家庭
农场的老板卿女士表示，农场中总共种
了20亩草莓，每亩可产1000到2000斤
草莓，目前这些草莓基本卖不掉，亏损
严重。

“我们以前都是靠市民和游客来旅

游的时候直接来地里采摘的，按正常情
况来说，可能都不够他们摘的，所以我
们也基本上不会拿到市场上卖。”卿女
士说，今年几乎没有客人，因此大量的
草莓都烂在了地里。“草莓在运输过程
中很容易坏，如果气温高一些就更容易
坏，所以基本都是在当地销售的。”

她告诉记者，目前她出售了小部分
草莓给当地的水果摊，但总量不大，价
格也比较便宜，每斤大约十几二十块。
“原本估计能挣十几万，但从过年到现
在也只有 2万元收入，还不够付工
钱。”

此外，她种植的菜心也基本滞销。
“我总共种了100多亩菜心，大部分都
是供给湖南的，但因为之前不能出村，
多数菜心都老了，只能拔掉，现在只剩
下少部分，也卖不出什么价钱。”

荔浦市荔浦芋种植户余先生表示，
受疫情影响，他们合作社想到各个村收
芋头都困难，不让进，各个环节人工也
缺。“我们一般会请熟练工挖芋头，但
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没有熟练工去挖，效
率低，最大的问题是，再不挖就可能影
响到今年新一批芋头的种植。”

他说，芋头不像沙糖桔、草莓那些
水果那么容易坏，所以损失没有那么惨
重，价格也没有掉，只是销量大打折
扣。“网络订单倒是成倍增长，只不过
我们收不上芋头，发不出货，我们合作
社目前也在积极帮沙糖桔果农收果子去
网上卖。”

为了解决农产品滞销的问题，桂林
相关部门也积极采取措施帮助种植户销
售农产品。

记者从永福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该县共种植沙糖桔40万亩，今年产量70
多万吨，虽然产量比去年略高，但滞销
严重，特别是疫情发生后，销量受影响
更大。

“因为交通不方便，很多沙糖桔都
没有办法拉出去卖，也没有外地经销商
来收购。”该负责人表示，为了帮助种
植户销售，该局也引进了一些经销商，
同时也通过直播等线上渠道进行宣传和
销售。“目前已经销售了三分之二，销
量比前段时间多了一些。”

针对沙糖桔滞销的情况，桂林市商
务局也高度重视，积极为果农拓宽销售
渠道出谋划策。疫情暴发以来，该局联
系农业部门主动作为，积极发动企业组
织桂林优质果蔬，通过区商务厅与湖北
相关部门对接， 2 月 7 日搭乘“广西
（桂林）驰援湖北果蔬专列”发往湖
北，其中包括沙糖桔 70 吨，在缓解沙糖
桔销售难的同时，让疫区人民感受到来
自桂林的支持。

在市商务局的争取下，区商务厅每
周向湖北发出的2列果蔬专列上，每一趟
均采购桂林沙糖桔20吨左右。同时，市
商务局组织生产者与销售大户对接，农
业部门积极组织生产大户或合作社与销
售商大户进行联系磋商，并鼓励沙糖桔

主产区加大宣传力度，打造本地沙糖桔
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力争沙糖桔能
卖得出、价钱好。

此外，市商务局还积极对接京东、
阿里等电商平台，向京东商城发出《关
于申请协助销售沙糖桔的函》，对接京
东助农项目，发挥京东·桂林馆等渠道优
势开展网上直销。“我们还指导沙糖桔
主产区永福县、荔浦市利用当地电商协
会资源，开展网络直播，组织果农利用
微信朋友圈、订单种植、预售等模式拓
宽网上销售渠道。”该局相关负责人
说。

据统计，目前沙糖桔网上直销渠道
日销量达到 10 吨，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沙
糖桔在网络上的知晓度，扩展了沙糖桔
的品牌效应，也为线下大宗农产品的采
购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除了有关部门的政策，面对疫情，
各大电商平台也先后发布了助农措施，
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比如淘宝设立的
10 亿爱心助农基金，帮助滞销农产品打
开销路，并实施助农 10 项措施；京东设
置疫情专项资金、推出五大方面十六项
支持措施，并上线“京喜助农”。

2月14日，拼多多宣布在“抗疫助农
专区”新增“农产品滞销信息反馈入
口”，桂林晚报携手拼多多向全社会征
集滞销农产品信息，协助遭遇滞销的各
地农户对接平台5亿消费者。

记者林扬 唐霁云 文/摄

农户：运输难 亏损大

各方合力帮助应季农产品销售

市场：出摊少 销量低

五里店果蔬批发市场内，各柑橘摊点基本没有顾客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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