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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巫山县金坪乡袁都村，村民正在梨园
采摘秋月梨。 重庆日报记者 尹诗语 摄

记者手记

□ 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实习生 周旋

提到巫山的水果，人们首先想到脆李和
柑橘。

从 2022年开始，一种梨子——“娘家”在
山东烟台莱阳市的秋月梨在巫山县一炮而
红。巫山县引进了这一品种，目前已发展近
6000亩，成为当地又一个重要的水果产业。

引种
资源互补让秋月梨入巫山

巫山的“秋月故事”，要从2018年说起。
这一年，袁都村迎来了一群远道而来的

客人，他们是烟台农科院的秋月梨专家，来调
研袁都村是否能种植秋月梨。

“种梨？”得知消息后，村民翁万堂遗憾地
说，“我们这里种过，种出来不好吃。”

翁万堂是袁都村的老支书，曾经带领村
民种过梨，但由于品种老，种出来的梨子个小
味涩。

他的无奈之言，却让研究小组成员高飞
虎心头一喜：这段历史正好说明当地适合梨
树生长，秋月梨正好能弥补品种的缺陷。

巫山已有 30万亩脆李和 20万亩柑橘，并
不乏优势水果产业，为何烟台要把秋月梨“嫁

到”巫山？
秋月梨因上市时间在中秋节前后，便以

“秋月”命名。它是梨中的“甜妹儿”，甜度最高
能达到 17度，比普通的梨子要高出 7度。在

“中国梨乡”莱阳市，其规模已达到20万亩。
“中秋节前后正是巫山县水果生产的空

窗期。”山东烟台农业农村委产业科科长、巫
山农业农村委副主任（挂职）高杨介绍，巫山
脆李主要在6月底至7月底“登台”，而柑橘则
要“候场”到年底。这个时期，恰好为秋月梨
提供了“舞台”！

在种植区域上，秋月梨也不会与两大水
果“抢戏”：巫山脆李生长在海拔 800米以下，
柑橘生长海拔在500米以下，而秋月梨则是生
长在海拔800—1500米之间。

“我们从山东引进的品种，大多数是当地
已发展成熟的产业，且不会对本地产业造成
影响。”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梳理发现，在 159个品种中，多数品
种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例如莱阳秋
月梨、德州乐陵金丝小枣、聊城东阿黄河鲤
鱼、临沂蒙阴蜜桃等。其中，一些品种还与重
庆协作区县的优势资源互补，例如酉阳引入
东营黄河口大闸蟹，就是因为本地的水质好；
武隆引进鲁中肉羊，可以作为非遗美食碗碗
羊肉的原材料；丰都作为重庆马铃薯主产区

之一，引进的滕州马铃薯，解决了其种
薯品种老化问题。

烟台农科院秋月梨研究小组综合分
析袁都村的土壤、海拔、气候、光照等因
素后得出结论：该村适合种植秋月梨！
2019年，袁都村种下350亩秋月梨。

高飞虎选择留在袁都村指导，他向
村民承诺，梨树三年就能结出果实。

推广
示范打样让村民愿用山东品种

但在 2021年，袁都村并没有迎来
秋月梨的初挂果。究其原因，是村民在
种植过程中采用了错误的套种模式。

秋月梨在第3年开始挂果，高飞虎
指导农户头两年可以在果园内套种其
他作物以增加收益：“可以种红薯、土
豆、辣椒等矮秆作物，但决不能种植玉
米这类高秆作物。”他多次嘱咐。

这一套种模式，与秋月梨的管护技术
密切相关。秋月梨第一年扎根，第二年长
树，到了第三年，则要控制树势，通过修
枝、剪枝、拉枝，将树高控制在3米以下。
种植玉米，则会遮挡果树的光照，影响其
生长。但村民不这么想，对于他们而言，
玉米既能作口粮，又能喂家禽。2021年，
袁都村的梨园只长出零星的梨子。

这种引种遭遇挫折的事同样发生在
酉阳县。

2019年，酉阳从山东东营引进黄
河口大闸蟹，在酉酬、兴隆、黑水3个乡

镇养殖，但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
经验不足的养殖户遇到了各种难题：有的

蟹还未长大就已然夭折，有的在脱壳时就被同
类吃掉，还有的大闸蟹在长成后又结伴出逃。

酉阳县大闸蟹产业协会会长彭世兵解
释，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要脱 5次壳。这些
卸下“外甲”的软壳蟹十分脆弱，如果水池没
有消毒，就会受到病菌和寄生虫的侵袭。同
时，因为缺少水草躲避，它们可能成为那些

“甲胄在身”的同类的盘中餐。如果围栏太
低，这些大闸蟹在成熟后会用“叠罗汉”的方
式逃之夭夭。

这一年，酉阳共发展了 1500亩黄河口大
闸蟹，但只有彭世兵在黑水镇大泉村的200亩
蟹田养殖成功。

当山东各类优质品种来到重庆时，由于农
户缺乏相应的种植或养殖经验，难免碰壁。一
些区县则会打造示范点，引导农户发展。

例如，万州引进济宁微山湖四鼻鲤鱼后，
在长滩镇龙泉社区打造200亩核心养殖基地，
当地与山东省浪潮集团合作，共同开发出“鱼
慧养”智慧养鱼系统。通过该系统，养殖户可
监测鱼池内水溶氧值、水温、盐度等数据，极
大减少鱼儿的病死率。

又如，开州在引进寿光市“瑞克斯旺37-94”
螺丝椒的同时，在临江、南门等乡镇建设了400
亩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试验园区。园区
大棚内配备有水肥一体化系统、智能温控系统
等智慧农业设施，以此提高生产效率。

酉阳以彭世兵的养殖基地作为示范点，
围绕水池消毒、饵料投放、设施建设等方面，
制定了高山大闸蟹养殖规范标准。

而在袁都村，高飞虎则是将重心放在翁
万堂的果园内，手把手为其管护。

扩张
高品质勤吆喝赢来广阔市场

2022年8月，袁都村终于生产出一批秋月
梨，就在翁万堂的果园内，只有4000斤。但就
是凭借这 4000斤秋月梨，当地还举办了首届
秋月梨采摘节。

“秋月梨的品质，给了我们举办采摘节的
底气。”金坪乡党委书记熊春林介绍，一些来
避暑的游客在品尝秋月梨后，开出了10元/斤
的价格，是市面上普通梨子的2倍。

首届采摘节，翁万堂卖光了 4000 斤
秋月梨，收入 5 万元，部分梨子的价格甚
至卖到 15—20/斤，这让当地的村民感到

“震惊”。
在接下来的两年内，金坪乡趁热打铁，连

续举办两届秋月梨采摘节，并扩种了 1800亩
梨树。如今，全乡秋月梨年产量达30万斤，产
值超过300万元。

而在巫山县内，秋月梨规模已发展到近
6000亩，“到2027年，全县大部分秋月梨将进入
丰产期，预计总产值能达到3个亿。”高杨介绍。

巫山靠着乡村旅游助推了秋月梨的发展，

酉阳则是融合“桃花源”与“黄河口大闸蟹”两
大 IP，推出了“桃花源高山大闸蟹”品牌。

2021年，酉阳以彭世兵的大闸蟹为试点，
在黑水、兴隆、涂市、花田等 10余个乡镇打造
了15个稻蟹基地。

“虽然黄河口大闸蟹品牌知名度高，但酒
香也怕巷子深。”彭世兵介绍，酉阳县在重庆
中心城区轨道公交、小区、机场、旅游景点等
场所，投放“桃花源高山大闸蟹”宣传广告，还
拍摄了“桃花源高山大闸蟹重庆特种兵旅行
VLOG”“黄河口大闸蟹西游记”等短视频，进
行品牌营销。

如今，酉阳县年产大闸蟹 100万只，年产
值达2000万元。

万州区也有着同样的探索。当地一家公
司以微山湖四鼻鲤鱼为食材，推出“万州烤
鱼+微山湖四鼻鲤鱼”联名产品。

2021年，万州区引进了 40万尾微山湖四
鼻鲤鱼鱼苗，并在第二年推广建成 6000亩稻
渔综合种养基地。

当地一家公司瞅准机会，将微山湖四鼻
鲤鱼作为原材料，同时融入万州烤鱼的制作
技艺，推出了这一联名产品。

“去年，我们还在济宁市微山县建立了
‘鲁渝协作万州烤鱼’产业园，与当地携手推
进两大 IP的影响力。”该公司负责人许宴群
介绍。

而在开州，当地在引进寿光螺丝椒的同
时，还引入了“六统一分”的“寿光模式”，统一
销售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的螺丝椒。

借助该模式，目前重庆已在开州、永川、
秀山、奉节等地建成近 4000亩鲁渝（寿光）蔬
菜现代产业园。

除上述做法外，今年重庆还在济南市打
造了“渝见”重庆农特产品展示中心，其中就
有专门的鲁渝协作产品展区，集中展示鲁渝
农业协作中的特色农产品，如城口的沂蒙冬
蜜桃、巫溪的泰安黄金蜜 4号桃、彭水的聊城
冠县灵芝等，进一步助力159个山东特色品种
在重庆“开花结果”。

“比秋月梨更珍贵的，是和专家的深情。”记者在
巫山金坪乡袁都村采访时，村民翁万堂如此感慨。

他说的专家，正是山东秋月梨专家高飞虎，“说
实话，高老师受的委屈可不少。”翁万堂带着歉意说。

袁都村的秋月梨历经4年才实现挂果，原因
在于：村民在果园种植玉米，生长期时忽视修枝、
拉枝、剪枝等技术，导致梨树发育不良，迟迟不肯
开花，自然也结不出果实。

村民怨声四起，责怪高飞虎带来的树苗是“公
树”，只长高不结果。甚至有的人还扬言要把他赶
出金坪乡。

翁万堂的梨园是高飞虎的重点管护区域。
一次，高飞虎在管护梨树时，剪掉了多余的枝条，
翁万堂顿时火冒三丈：“树长得恁个好，你把它剪
了干嘛？”

2022年，翁万堂的4000斤秋月梨，足足卖了5
万元，一时间成了业内明星。他这才体会到高飞
虎的良苦用心，真心向他请教种植技术。高飞虎
也不计前嫌，手把手地传授各种管护技术。

第二年，果园有 17 亩梨树成功挂果，这让翁
万堂赚到了48万元。他摘下秋月梨给高飞虎品
尝，高飞虎说，这比家乡的梨还要甜。

包括秋月梨在内，山东已向重庆输入 159 个
品种。这些品种能在重庆“开花结果”，得益于众
多“高飞虎”们跨越山海倾力相助。

山东的农业专家走进巴渝农家小院，踏入农
田鱼塘，走遍山川沃野，与“翁万堂”们一道，种下
了千里绵绵的“山海情”，演绎了一个个精彩的增
收致富故事。

一起种下的
是绵绵“山海情”

□ 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山东品种如何在重庆大地“开花结果”
东营黄河口大闸蟹、微山湖四鼻鲤鱼、汶上芦花鸡、滕州马铃薯、莱阳秋月梨……如今，越来越多的齐鲁美食出现在山城的

餐桌上。
这些美食，不是产自山东，而是来自重庆本地。
在鲁渝协作中，农业产业协作一直是“重头戏”。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数据显示，目前山东已向重庆输入159个农业优质

品种，其中粮油品种31个，水果品种27个，蔬菜品种63个，养殖品种17个，其他经济作物品种21个。这些品种如何在重庆
“开花结果”？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采访。

6月29日，开州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的
螺丝椒丰收。重庆日报通讯员 王晓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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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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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酉阳县小河镇桃坡村稻蟹产业园，村民
投放黄河口大闸蟹蟹苗。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冉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