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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咚咚锵……”7月 25
日上午 10点，随着锣鼓响起，川剧变
脸节目登场，吸引观众眼球。

这是一场川渝两地高水平非遗项
目同台交流的盛会，6个节目陆续登
场，为大家带来视听享受。

大足川剧界代表人物谭冬鸣登台
演唱了四川清音《布谷鸟儿》，歌声清
脆，唱腔婉转，不仅让人感受到艺术家

积淀数十年的精湛功力，还让观众领
略到了传统技艺经过创新性发展后的

“新时尚”魅力。
主场表演的万古鲤鱼灯舞文化艺

术团不负众望，带来非遗舞蹈《鲤鱼夺
宝》。活灵活现的鲤鱼嬉戏穿梭，动作
连贯，整体效果浑然天成，生动形象地
展示了鲤鱼灯舞的表演精髓。“目前，
万古鲤鱼灯舞是市级非遗项目，接下

来我们要创新舞蹈动作，苦练技艺，争
取把这项艺术发展成为国家级非遗。”
艺术团队员们对此信心十足。

大足原创歌曲《我在宝顶等你》唱
出了大足文化底蕴深厚的资源禀赋，
以及大足人的热情好客、开放包容的
特性，得到观众的热烈掌声回应。

“川渝非遗表演一次看个够！”“吃着
黄金梨看表演，安逸！”观众们纷纷表示。

新渝报讯 7月25日，川渝首届黄
金梨节暨非遗展演活动开幕首日，大
足区农特产品展销会在万古镇鲤鱼灯
舞文化体育公园举行，大足 27个镇街
的优质农产品汇聚一堂，各地游客看
得目不暇接，纷纷抢购“心头好”。

展销会现场，智凤街道邓鼎计火
锅底料、回龙镇高粱酒、宝兴镇熊猫雷
竹、珠溪镇大足冬菜、玉龙镇草菇、龙

水镇腊肉、古龙镇禅茶、拾万镇“拾万
香”大米……各个镇街的优质农产品
摆满摊位，价格也十分实惠。

“我是慕名而来，这次是把美食和
‘双晒’视频对上号了。”大足区市民李
晓彤说，最近看了大足各镇街的“晒美
食、晒美味”视频，对很多美食期盼已
久，这次各镇街美食集中亮相，她购买
了大包小包的东西。

来自四川省资阳市的陈先生说，
大足宝顶镇生产的荷叶啤酒让人眼前
一亮，当即就买了两罐，准备带回去和
朋友共享，尝尝荷叶香味的啤酒究竟
是什么滋味。

来自铜梁区的市民吴女士买了几
斤金山佛手柑，“佛手柑的造型很有意
思，闻起来有香味，听说有药用价值，
我准备拿回去晒干了泡水喝。”

不仅满载而归，游客还现场品尝了
丁家坡洋芋片、三驱凉粉等大足特色
美食。

大足名优农产品受欢迎

川渝非遗项目展演“吸睛”

采摘黄金梨。

“我家果园的果树修剪得很漂亮，黄金梨外形
好看个头也大，吃起来汁水多。”万古镇新石村的
罗明玉种了10年的黄金梨，这次在川渝首届黄金
梨节暨非遗展演活动开幕式上，她登台捧回了万
古镇种植养殖能手的奖牌。

10年前，罗明玉和丈夫从公公手中接过黄金
梨种植园，开始了精耕细作的种梨生活。

“我以前爱种些花花草草，种黄金梨，也要像
种花草一样，精心去打理。”罗明玉说。走进她家
的果园，可以看到黄金梨树都很有型，入园后处处
都是景。

罗明玉对于管护果园，心里有一道程序，一说
起来就滔滔不绝。

“一般在梨花谢了1个月左右，对果树进行疏
果，挑选果型好的留下来，在果子有硬币大的时候
就要套袋了。套袋后黄金梨表面就不会长出斑
点，长大后形状也比较好看。”罗明玉说。

她对于如何给黄金梨树授粉，也有自己的一
套方法。

“一般每 5棵黄金梨母树旁边，就要种 1棵黄
金梨公树，这样容易授粉，梨树才能结果。”相比采
取人工授粉方法，罗明玉更接受自然授粉。

罗明玉家的梨园现在只有七八亩地，每亩产
出黄金梨 2000多斤，每年 7月中旬黄金梨成熟上
市，半个月就销售一空。

她和丈夫勤劳肯干，这10年来一直是夫妻俩
进行果园管护，即便高峰期种了 30亩黄金梨，也
还是靠他们自己。“不放心别人来干，自己打理会
好一些。”罗明玉说。

罗明玉对果实品质的把控有着自己的执着。
在遇到高温干旱天气的时候，罗明玉会提前采摘
黄金梨，尽管此时果实的个头还未充分生长到最
大，这意味着产量要下降，收入会降低。不过，这
样做却能保障果实的良好口感。

摘梨前，罗明玉也不会贸然给“干渴”的果树
浇水。“先保障这一季的果子质量，再保障果树存
活。”在遇到果树界的“保大还是保小”的艰难选择
时，罗明玉的选择是“先保小，再保大”。她之所以
选择坚守果实的品质，就是为了保住万古黄金梨

“名果”的金字招牌。

7月25日，天气酷热难耐，在万古镇大雄社区，
果农唐定友汗流浃背忙着采摘黄金梨，他要把1000
斤黄金梨交给水果批发商，发往云南市场。

“现在的批发价是8元一斤，果子结得最好的时
候，一亩地可以产出3000斤黄金梨。”唐定友对黄金梨
的产出效益很满意。他从2002年开始种植黄金梨，前
几年社区征地，他也没有放弃黄金梨种植业，果断把
果树移栽到另一块农地，面积约12亩。现在果树还没
完全恢复生命力，产量尚未达到移栽前的程度。

黄金梨是万古镇的一张农业名片，也是群众增
收的“利器”。

2001年，万古镇多名干部前往四川省成都市考
察，发现了黄金梨的价值——黄金梨比其他常见梨
早熟早上市，果核小，可食化率高，口感细腻。

他们当即在当地学习栽种技术，然后在万古镇
尝试种植黄金梨，并且很快带动众多村民加入种植
队伍。彼时任村干部的唐定友就是首批参与种植
的一员。

万古镇农服中心干部杨云安是黄金梨产业的
技术员，见证了黄金梨在万古落地生长的全过程。

“最多的时候全镇种植黄金梨的面积一度达到6800
亩，最低的销售价为5元，一直比较受市场欢迎。”杨
云安回忆。

一段时间，由于受到城镇扩容、产业更新、村民
抛荒等因素影响，万古镇的黄金梨种植面积缩小了，
如今全镇黄金梨种植面积600亩，年产量60万斤。

“万古黄金梨甜度较高，水分含量高，很受市场
欢迎。当地农户熟练掌握了全套的黄金梨种植、管
护技术，接下来，我们将适度扩大黄金梨的种植规
模。”万古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销售新鲜水果，万古镇人也在探索推出“新
品”。一些黄金梨种植大户自己在家，以黄金梨为原
料，加入白糖、白芷，制作出梨膏糖。随着种植规模
的再扩大，万古镇黄金梨的“含金量”也会越来越高。

万古黄金梨助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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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黄金梨热销。

鲤鱼灯制作展示。

万古镇新石村黄金梨种植基地万古镇新石村黄金梨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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