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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限定美味来啦

时令水果同上市
“甜蜜产业”助增收

眼下正是蜂糖李成熟上市的

季节，舟山镇石塘徐村观野农业

种植基地内的 800 棵蜂糖李果树

迎来收获期。

尽管受生长特性和天气因素

影响，今年该基地的蜂糖李产量

不如预期，但依然凭借出色品质

赢得市场青睐。

7 月 1 日下午，记者走进观野

农业种植基地，只见青黄相间的

蜂糖李果形饱满、色泽诱人，果农

们正忙着按照订单采摘成熟的果

实，一派丰收景象。

基地工作人员林熙玄介绍，

蜂糖李种植技术要求较高，尤其

在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的平衡上

较难把控，加之今年春季遭遇倒

春寒，导致挂果率有所下降。“虽

然产量受到影响，但由于后期光

照充足和管理优化，果实的糖度

和 品 质 非 常 理 想 ，市 场 反 馈 很

好。”林熙玄说。

据了解，蜂糖李因其独特的

香甜口感，市场价格高于普通水

果，今年基地的批发价稳定在每

公斤 40 元左右。尽管价格相较

部分水果来说稍微偏高，但市场

上仍供不应求。

“尽管产量减少了，但因品质

突出，市场需求旺盛，蜂糖李上市

仅两三天，就已销售总产量的三

分之二。目前订单还在不断增

加。”林熙玄表示。

舟山镇石塘徐村：
蜂糖李减量质优 三天热销三分之二

近年来，西溪镇下赵村依托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功打造

“蜜桃之乡”金字招牌。眼下正

值水蜜桃上市季节，下赵村的村

民们忙着采摘、包装、运输水蜜

桃 ，努 力 耕 耘 着 这 份“ 甜 蜜 事

业”。

在该村，果农蒋福建正顶着

烈日穿梭在桃园中，忙着采摘成

熟的水蜜桃。放眼望去，一个个

被纸袋包裹的水蜜桃沉甸甸地

缀 满 枝 头 ，轻 轻 揭 开 包 裹 的 纸

袋，粉绿相间、圆润饱满的水蜜

桃展露眼前。在阳光的映照下，

水蜜桃表皮细密的白色短绒毛

闪烁着诱人的光泽，令人垂涎欲

滴。

蒋福建介绍：“今年水蜜桃的

产量、单个重量比去年好。去年

雨水太多，今年雨水少、晴天多，

促使水蜜桃的个头比较大，一般

单 个 桃 重 四 两 半 ，六 七 两 的 也

有。”

蒋福建向记者透露，水蜜桃

品质出众，不仅源于桃农们日复

一日的精心管护，更得益于下赵

村独特的地理环境。该村地处山

区的天然优势，为水蜜桃生长创

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们这里的温差比较大，晚

上二十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

温可达四十摄氏度。温差大对水

果的生产有利，糖分比较高。”他

说。

作为村里第一批加入水蜜

桃产业队伍的村民，蒋福建种植

水 蜜 桃 已 有 8 年 ，悉 心 管 理 着

600 多 棵 桃 树 。 经 过 多 年 的 摸

索与耕耘，他的种植技术愈发娴

熟。

蒋福建说：“今年我家产量有

四五万斤，比去年多两三成。按

价格，目前卖了差不多一万元，预

计今年能卖二十来万元，比去年

多三五万元。”

产业兴则乡村兴。如今的下

赵村，全村 200 多户人家参与到

了水蜜桃产业中，种植面积从最

初的 300 多亩扩展到现在的 800

多亩。

眼下，村里正在筹建冷库，准

备进一步延长产业链，让这份“甜

蜜事业”更加红火。

下赵村村委会副主任蒋福庆

说：“现在只有两个月的采摘期，

以后可以卖三四个月。”

融媒记者 曹润鑫 程卓一

西溪镇下赵村:
水蜜桃喜获丰收 产量比去年多两三成

传统工艺遇上现代科技

豆制品产业焕新生
在西城街道花川村塘景自然村，一粒粒

黄豆正通过现代化生产线“变身”为日均万斤

的豆制品，整个过程既保留了传统手工点浆

的匠心，又实现了规模化生产的突破。这座

由村集体打造的“豆腐工厂”，正成为当地乡

村振兴的有力“法宝”。

近日，记者走进花川塘景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饱满的黄豆经过全自

动设备磨浆、煮浆后，通过不锈钢管道输送到

点浆区，经验丰富的师傅们正在娴熟地点

浆。

点浆作为豆制品制作最重要的环节，很

考验师傅们的老手艺。“点浆决定了豆制品的

品质，这门手艺是机器替代不了的。”该公司

工作人员潘世豪介绍。

“从小看妈妈做豆腐，自己也学会了这门

手艺。现在村里办起豆制品生产线，我就回

来支持。”作为村里“豆腐世家”的后代，在村

干部的邀请下，潘世豪返乡加入其中。他说，

过去，豆腐制作全靠人工，劳动强度大、效率

低。如今，生产线替代了大部分体力劳动，工

人只需专注关键的技术环节。目前，工厂日

均生产豆制品 2500 公斤至 5000 公斤，还供

不应求。

据了解，塘景自然村曾是一个以传统农

业为主的村庄。由于缺乏支柱产业，村民不

得不外出工作，导致村集体经济发展长期滞

后。

直到 2023 年 8 月，经过市场调研和专家

多轮论证，村里决定依托村民世代传承的豆

腐制作技艺发展特色产业。

短短 5 个月，一座集生产、办公、展示于

一体的现代化豆制品工坊拔地而起，总建筑

面积达 3800 平方米。“既要守住老味道，也要

跟上新时代。”花川村村干部余琴介绍，工厂

采用“机器生产+传统工艺”模式，在保留盐

卤豆腐等传统风味的同时，通过标准化生产

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为打响品牌，村里还精心策划了新品推

介会，邀请学校、企业和社区代表品鉴，市场

反响热烈。塘景自然村村干部潘李惠介绍，

工厂每天凌晨一点开始配送，确保新鲜豆制

品在早上六点前送达学校、企业和饭店。“虽

然很辛苦，但大家都充满干劲，相信我们的

‘豆腐工厂’会有光明的前景。”他说。

目前，花川塘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日均

营业额稳定在万元左右。为进一步扩大产

能，村里计划年内新增一条生产线。

夏日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正是一年中水果大量上市的季
节。近日，我市舟山镇石塘徐村的蜂糖李和西溪镇下赵村的水蜜
桃甜蜜上市，果农们忙着采摘、销售，一派繁忙景象。

融媒记者 曹润鑫 程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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