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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在 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八字墙就素有“水果之
乡”美誉。当时的八字墙
那可是门庭若市，每到水
果盛产期，外地水果商贩
接踵而至，果农起早贪黑，
累并快乐着。可随着时代
的变迁，八字墙老一代果农
已逐渐退出“领军”队伍，而

“果二代”难以为继，离土另
觅生机；水果品种老化，低
小散的种植方式已不能适
应目前市场需求，多重因素
叠加致使“花果山”日益荒
废。细心的市民不难发现，
从去年开始，八字墙锦绣黄
桃、翠梨、柑橘等水果又悄
然重现。特别是今年枫坑
口村的锦绣黄桃热销更是
给往年寂静的市场添了一
把火。

花街镇镇长高宇说，接
下来“水果之乡”八字墙将
依托绿道改造契机，打造

“一村一品”，因村施策连点
成线，全力打造“双舟果园
飘香线”，重振“水果之乡”
品牌，形成“美丽经济”。

今年已到不惑之年的小徐是位地

道的“果二代”，用他自己的话说，家里

的水果收入供了他上学，也让他有了第

一笔创业基金。

“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每天两点

钟左右就要给在山上开荒的父母送点

心，因为离家远，一来一回耽误时间，父

母早上出门就带着中饭，直到天黑才收

工回家。”小徐说，当时父母在山上干了

一个多月，自留山开荒，种上了200多棵

橘树，那座山就成了他家的“金山银山”。

其实，在那个时期，像小徐这样的

情况在八字墙一带随处可见，水果收入

成了重要的经济来源。

近日，记者跟随小徐来到了他所说

的那片“金山银山”。眼前的一幕令人

震惊惋惜：只见山上的橘树因年代已

久，大部分已枯死；几棵存活的也已被

杂草包围。

小徐说，前几年，这些橘树还零零

散散生长着几个果实，每到成熟季，也

会上山采摘。可近两年，差不多都已遗

忘了这片橘山。

“这一带，已全然不见往日的热

闹。”小徐说。

记者在八字墙一带看到，不仅是

山上，甚至是在一些田里，也没有了往

日水果挂满枝头的景象。在采访中，

很多上了年纪的村民都说，现在很多

果树都已到了衰亡阶段。

“引进新品种，打造一村一品”系列项目有序推进

“水果之乡”品牌提升指日可待
□记者 童英晓

往昔的金山银山
如今杂草丛生

退休干部王济南说起八字墙水

果的发展历程，是滔滔不绝。他说，

八字墙一带刚兴起种植水果时，果农

对技术的诉求是如饥似渴。他们在

哪个村辅导，果农就往哪里钻，直至

技术人员返城才罢休。

“随着果树的更新换代，光凭借

以往的技术已不能满足眼下管理的

需求，而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果农却不

能从互联网上获取相关知识，致使管

理不到位，影响果树生长、结果。”王

济南说，八字墙水果要得到健康有序

高质量发展，相关部门应该多为果农

送服务。比如，利用广播宣讲相关知

识，或者到现场授课，让果农获取更

多种植技术，帮助培养和打造更多更

好的优良水果。

据了解，王济南对果树树种的

栽培颇有研究，并总结自己几十年

在树种嫁接种植方面的实践经验，

著有《永康果树栽培农事》一书。此

书详细介绍了果树树种的种植、果

树土壤的酸碱调节以及果树不同时

期的施肥用药等。他还将出版的书

全部无偿赠送给了种植户。

“自己老了，儿女也外出另觅生

机，果树种植面积正逐步减少。今年

初本想对家里 2 亩橘园进行整改，把

老树砍掉引进新品种。儿女不答应，

说是现在家里条件好了，种水果太辛

苦。可我自己总是舍不得，偷偷又种

植了 50 多根锦绣黄桃。”一位果农如

是说。

诚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水果不

再是八字墙一带村民的主要经济收

入，经商、办厂、外出务工，多元化的

生活方式悄然改变了他们，可还有一

大部分人眷恋着自己一分三亩地，精

心守护果园。

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种植规模萎缩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八字墙一

带已成为以桃、李、梨、橘、葡萄等为

主的“果园”，拥有 20 多个水果品种，

种植面积达一万多亩，一年四季花果

飘香，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有水果。那

么，如何规整散乱的农家果园，使之

通过集群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令

效益最大化呢？面对这个现状，花街

镇决心大力推进双舟线沿线整治改

造，着力打造“果园飘香线”。

高宇告诉记者，下一步，将依托

改造绿道契机，打造一村一品，因村

施策连点成线，形成“美丽经济”与

“美丽乡村”良性循环。所谓“一村一

品”即每个村将主打一个优良水果品

种，比如，易川村的翠梨、枫坑口村的

锦绣黄桃，形成特色打造品牌，使之

走上健康有序之路。高宇表示，在打

造“果园飘香线”过程中，花街镇投入

资金对部分水果进行了改良，对双舟

线道路双侧范围进行改造，旨在依托

丰富的生态农业资源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路。“‘果园飘香线’建设将与温

泉小镇建设、清泉寺开发重建、大寒

山景区开发、养猪生态产业园和豆制

品加工基地建设等连成一条独特的

旅游风景线。”高宇说。

其实，在如何擦亮“水果之乡”这

张名片中，不仅仅是镇政府出大招，

村里、果农都是纷纷出谋划策。

“去年，村里的 60 亩郁金香大棚

基地已完成土地流转，第一批2000多

平方米大棚用种植已实现收益，4 个

品种 3000 多盆鲜花一上市就被抢购

一空，今年将扩大规模增至上万盆鲜

花。”八字墙村委会主任朱军武说，水

果种植是否可效仿郁金香模式，把土

地流转，村集体、村民入股，进行集中

种植管理，这样既可把部分荒废的山

田充分利用，村民收入也会逐步提高。

部分果农认为，大家应该摒弃原

有的观念，打破以往“低小散”路线，

走品牌之路，成立合作社使其成为规

模种植、科学管理、优质销售一体化

模式。

打造一村一品“果园飘香线”

位于我市西北部的花街镇八字墙像是一颗被遗落在大山间的珍珠。然而，对于我市这么一个工业城市而言，那里的

青山秀水、花红桃绿弥足珍贵。

受各种因素制约，八字墙一带“春赏桃花夏采李，秋摘橘子冬挖笋”的画面渐渐退出了大家的视线。然而，这种局面正

逐渐在改变。今年八字墙一带引进的新品种锦绣黄桃、翠梨的热销又一次把“水果之乡”推向了市场。接下来，政府、村

里、果农各方齐聚力，共同助推果香四溢，助力乡村振兴，期望“水果之乡”重振雄风，跃上一个新台阶。

□记者手记

八字墙果农在采摘橘子

重振水果之乡会有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