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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理县通
化乡，每当进入水果
盛产期，沿着盘山公
路上山，人们总能看
到几辆中小型汽车，
设摊收购脆李。当地
果农告诉记者，如果
早一个月来，还能看
到漫山遍野的李树上
挂满脆李的美景。

前不久，记者与
我市在理县的援建干
部一起作了探访。这
个水果之乡是如何凭
借水果产业，帮助当
地果农增收的？

“我们这里地势高，盘山公路又

很狭窄，加之今年受疫情影响，自驾采

摘的客流量较往年少了很多。”董叶刚

有些焦虑地告诉记者。游客采摘和

商贩收购，是全乡果农的主要销售方

式。线上销售的水果，占比很小。

得益于实施了多年的东西部扶

贫协作、省内对口帮扶等政策，理县

的农产品在全国已有一定的知名

度，但与市场实际需求相比，尚有进

一步提高的必要性。

“说到永康，我就立马联想到你

们的五金市场。但很多永康人不知

道我们这里盛产羊肚菌、牦牛肉、脆

李、车厘子等，这就需要进一步宣传

推介。”董叶刚说，与此同时，果农们

通过自身努力，积极打开思路，拓宽

销售渠道也相当重要。

在深入了解当地果农的实际情

况后，我市文旅集团、五金城集团、

五金资产公司的援建干部给出了

可行性方案。当地水果采摘期短，

可以考虑开通跨省直销点，在我省

金华、永康等地农贸批发市场内设

立直销处，由理县果农在永自销，

将更多的利润留给他们；其次，采

取提前预订的方式，通过电商进行

预售；积极走出去，参加全国各地

农 贸 会 进 行 推 广 宣 传 ，提 高 知 名

度。另外，走农产品深加工之路，

提高附加值。除了制作车厘子酒，

还 可 以 把 红 脆 李、西 梅 等 做 成 干

果。与此同时，要加大冷库建设力

度，实现反季节销售。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石门社区

已陆续开展互联网培训，让果农们

了解到网络销售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领导带

头进行带货直播，为理县优质水果

卖力吆喝。与此同时，当地一些年

轻网红，也开通了直播销售渠道。

多方发力，打开理县水果销售渠道

该乡是“桃坪羌寨”第二旅游集散

地、理县著名水果之乡。值得一提的

是，通化乡总人口 3400 多，其中农业人

口就近3000人。

该乡汶山村 59 岁的村民彭湘琳经

营一家养殖场，饲养高山土鸡，种植脆

李。他将自家高山鸡养在亲戚家的果

林下，掉落的水果是鸡爱吃的饲料，而

鸡粪成了果树的有机肥。这样一来，彭

湘琳省下不少鸡饲料开支，亲戚家可节

省果树的化肥钱，双方得利。

彭湘琳告诉记者，海拔 2300 米的

高山上，气候独特，种植的水果甜度高、

水分足，是果品里的佼佼者。于是，村

民们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

件，纷纷种起了果树。

记者采访间隙，彭湘琳随手从自家

果树上摘下几个脆李，递给记者品尝。

一口下去，记者的第一感觉是清爽可

口，这脆李脆得实至名归。另外，它味

甜汁多，甜度超乎想象。

“你们看到漫山遍野都是脆李、苹

果，其实，我们这里最重要的水果还是

樱桃。”该乡石门社区党支部书记董叶

刚告诉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

通化乡就开始研究种植樱桃。成熟的

樱桃，糖分能达到 19%。近年来，通化

乡大力引导群众种植特色水果和发展

乡村旅游，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单

一品种水果种植模式，逐步形成“以种

植甜樱桃为主，脆李和苹果为辅，乡村

旅游为脉络”的产业结构。

通化乡不乏名优水果。2013年，该

乡卡子核桃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

号，卡子核桃种植面积达 50 亩。2015

年，卡子甜樱桃获得国家绿色食品 A 级

产品认证。如今，卡子甜樱桃种植面积

已超过 225 亩，平均亩产 1750 公斤，人

均产值4.5万元。

理县科技农牧和水务局统计数字

表明，全县约有1万亩樱桃，主要分布在

朴头镇、杂谷脑镇、甘堡乡、薛城镇、通

化乡一带，去年产量达到3000吨。

□记者 程明星

“春赏樱花，夏摘樱桃，秋看红

叶，冬浴阳光。”这是对通化乡卡子

村恰如其分的描述。“我们这里产的

樱桃个大、味甜，绝对不输进口车厘

子。可以这么说，不是每一颗大樱

桃都叫理县甜樱桃，也不是每一颗

理县甜樱桃都叫卡子甜樱桃。”当地

人骄傲地告诉记者。

近年来，该乡石门社区在农业

产业发展方面，按照“一乡一园”的

发展思路，成立了“鑫隆合作社”及

“山语风行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每

年向金华、我市等地，直销车厘子、

脆李、苹果以及花椒等特色农产品。

“脆李、苹果走大众销售路线，

车厘子走高端销售路线。”鑫隆合作

社社长董加书告诉记者。目前，共

有13家农户加入该合作社。在社员

们的共同努力下，该合作社车厘子

产量达到 5 万公斤以上，脆李产量

15 万公斤以上，苹果产量 10 万公斤

以上。

董加书说，从果农手中收购来

的脆李、苹果，除了满足金华、我市

等地“理县农产品销售点”的需求

外，合作社还会将上述水果运往都

江堰、成都等地销售。

个头大、外形好的水果，自然容

易销售出去。而那些个头不大、外

形不佳的水果又该如何让它们产生

最大的效益呢？石门社区巧妙地解

决了这一难题。当地车厘子口感独

特、品质优良、个大味甜，足可媲美

智利进口的同类产品。每年 5 月中

旬至 6 月中旬，车厘子成熟的季节，

各地水果贩销人员会专门上门挑选

采购。那些个头小、外形难看的车

厘子，则由语风行文化旅游公司联

系销往酒厂，被制成美味的车厘子

酒，受到市场热捧。大大小小的车

厘子都产生了效益，最大限度提高

果农的收入。

果形小的车厘子销往酒厂海拔2300米
出产名优水果

理县名优水果销售瓶颈如何突破
我市援建干部深入调查提出可行性方案

大批理县高山脆李即将外运

当地果农在海拔2000多米高山上采摘水果

当地果农筛选车厘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