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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区五
间 镇 3000 亩 西
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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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

垫江县长龙镇龙田村水果
种植大户谭建明很纳闷，同样种
的是黄桃，为啥自己的桃子只要
两三元一斤还不好卖，亲戚王小
林家的桃子卖15元一斤，还供不
应求。

土壤条件相似，桃子品种也
差不多，巨大的价格差，是因为
果子品质的不同。

人有我精
品质是价格的“稳定剂”

7月3日，记者走进位于北碚
区东阳街道西山坪村王小林家
的桃园，他领着工人在果园施
肥、蟠扎枝条，树上早已没有桃
子的踪迹。“开园不到半个月，就
被一抢而空。”王小林说。

近几年，种水果的人多了，
产量大幅增长，价格跌宕起伏，

“要想不受影响，还得靠品质。”
他说，走品质之路，也是吃了两
次亏后做出的选择。

王小林是合川区草街街道
桂林村人。初中毕业后，他便跟
着父亲学种桃子。“那时候，种桃
的农户不多，桃子在当地很畅
销。”

看到效益可观，王小林把桃
园的面积扩大到20多亩。但好
景不长，2010年前后，村里种桃
子的农户增加到10多户。同时，
由于过度施肥、管理不到位等因
素，桃子的品质不高，价格也一
再滑落。无奈之下，王小林改种
枇杷。

与种桃一样，由于起步早，
王小林的枇杷贵的时候卖过40
多元一斤。但到了2020年，他家
的枇杷价格随着市场大起大
落。“小年一斤能卖20多元，大年
只能卖五六元。”

当时，北碚区东阳街道提出
了发展精品水果的规划：打造20
个都市精品果园，其中以毗邻北
碚城区的西山坪村为重点。

得知消息后，王小林到西山
坪村流转了 60 亩林地种植桃

子。与过去不同，这次他把重心
放在了培育精品上。为了种出
高品质的桃子，王小林按照生态
桃园生产技术标准，从种植、灌
溉、施肥、病虫害防治、蟠扎修
枝、杂草控制、农业废弃物处理
等方面，进行标准化种植。

比如栽培技术上，他采用了
技术难度更大的“Y字型”或竖型
栽培技术，相比以往桃树挂果少
了80%，但采光更好、营养更均
衡，因而果子的大小，口感、品相
更好。与此同时，果园采用了经
过发酵处理后的有机肥，化学农
药用量减少了90%以上。

经过近2年的培育，今年5
月底，桃子初挂果，不到半个
月，几千斤桃子销售一空。看
到效益不错，王小林更加坚定
了走精品水果之路：“今年再好
好管理一季，明年争取卖上20
元一斤。”

在巴南区二圣镇，集体村党
委书记郑孝前也尝到了种精品
梨的甜头。2022年，村里的梨园
进行了标准化改造后，长出的果
子大小更均匀，口感也更脆嫩多
汁。如今，梨园的优果率从过去
的30%提升到80%，梨子的均价
从四五元一斤提升到七元，且供
不应求，一亩梨园的收入增加了
500元。

市农业农村委经作处处长
詹灏表示，通过连续多年的品质
结构调整和绿色生态种植技术
的推广，我市涌现出永川五间西
瓜、涪陵睦邻龙眼、梁平龙滩柚
子、璧山七塘樱桃等一大批精品
果园，这些水果价格稳定，很受
市场青睐。下一步，全市将鼓励
引导业主，打造更多精品果园，
走一条品质赋能产业健康发展
的有效路子。

人无我有
品种是占领市场的“撒手锏”

与“王小林们”不同，江津区
龙华镇燕坝村曹莉则通过不断
对水果品种迭代升级，拓展广阔
的市场。

走进曹莉的渝蜜橙种植基
地，漫山遍野的柑橘树从山脚
一直蔓延到山顶，呈现出勃勃
生机。

“这些枝条全是去年2月嫁
接的，一年时间就长到了一米多
高，要是天公作美，今年丰收不
成问题。”曹莉介绍。

曹莉曾从事过柑橘国际贸
易，2017年她在广东国家柑橘

育种繁育基地工作，其中一项任
务是对新品种、新品系柑橘进行
选育。

“一般来讲，一个品种也就
能火三四年。”曹莉介绍，2017年
是沃柑的高光时刻，一斤能卖8
至10元，但没多久价格就稳不住
了，最低时地产价仅为几毛钱一
斤，“物以稀为贵，种的人多了，
价格自然便宜！”

她认为，要持续占领市场，
就必须不断对品种迭代升级。

江津是我市柑橘种植优势
区之一，其中江津广柑在全国久
负盛名。在此基础上，当地选育
出江津锦橙、长叶橙、长叶香橙
等柑橘品种。由于同质化严重，
当地柑橘逐渐丧失优势。因此，
江津提出了以品种为引领的柑
橘振兴计划。

2020年3月，曹莉从当地一
种植户那里听说龙华镇的长叶
橙果园发现了一株甜橙芽变，她
觉得有可能会从中选育出一个
柑橘新品种。于是她来到龙华
镇挑选了10多根枝条做新品种
稳定性等试验。经过三年多的
观察和培育，渝蜜橙新品系成功
问世。

“这种柑橘吃起来甜而不
腻，还有蜂蜜味。”曹莉说，渝蜜
橙作为长叶橙的后代，不仅有无
核、多汁、个大、丰产等优点，而
且成熟期长，从12月挂果可以持
续到次年5月，大大延长了果子
鲜食和加工的周期。

由于品质好，曹莉种植的渝
蜜橙如今一个均价近10元，今年
刚上市就受到沿海市场的抢
购。她说，目前，她们正向农业
农村部申请柑橘新品种保护，明
年有望大面积推广种植。

九龙坡区西彭镇真武宫村
的“向葡萄”是我市发展较早的
葡萄种植企业之一，向权是这家
企业的负责人。26年来，向权在
全国引种了100多种葡萄新品
种，最终大规模推广种植其中的
20多个品种。

“这20多个品种也会不断
优化、更新。”向权说，结合市场
反馈，他们淘汰掉“金手指”，新
增了“妮娜皇后”等品种。目
前，基地仅有8个葡萄品种，但
都属于人无我有的优质品种，受
市场影响较小，均价保持在40元
一斤。

“下一步，我市将整合科研
创新力量，鼓励‘土专家’、‘田秀
才’加强品种繁育，着力解决品
种多而不强、有而不大的问题。

同时迭代升级一批具有重庆辨
识度的小水果新品种、新品系，
牢牢掌握特色经果产业发展的
主动权和销售的话语权。”市农
业农村委种业处处长白洁说。

打造“爆品”
加工是水果价值的“放大器”

同样是水果种植大县的巫
山，用精深加工来提升脆李的附
加值。

巫山脆李有上百年的种植
历史，经过不断升级发展，已成
为我市一张特色水果“金名片”，
带动超2万户果农增收，品牌价
值达27.64亿元，位居全国李类
品牌价值榜第一。

此前，巫山脆李也曾遭遇过
“成长的烦恼”。

2021 年 7 月，巫山脆李上
市销售的旺季遭遇了连续暴雨，
暴雨打落了不少果子，李子裂果
现象也较为突出，影响了产量，
果农们损失不小。另一方面，当
年贵州蜂糖李大举进攻重庆市
场。面对内忧外患，巫山召开
脆李发展专题研讨会，其中一
项议题便是如何发展脆李的深
加工。

作为参会代表的邱立印象
深刻。“当年巫山脆李地产批发
均价由七块多降到了五块，还有
十七八万亩脆李没投产。如果
这些果子全部挂果，脆李价格势
必会继续下跌。要保证果农的
收益，只有靠加工。”

当年，巫山便成立了国有平
台公司重庆振兴农业集团，开展
脆李的深加工，邱立担任副总
经理。公司经过一两年的研
发，借鉴白兰地的工艺，推出了
脆李酒。

今年2月，巫山脆李特色加
工产业园成功建成，产业园新建
的3条生产线可生产脆李酒、脆
李饮料、脆李面膜、脆李月饼和
脆李果脯等衍生产品。

邱立告诉记者，一条生产线
一小时能“吃掉”10吨李子，平均
20斤脆李可酿1斤脆李酒，一瓶
500 毫升的脆李酒价值 400 多
元，相比过去价值提升了近20
倍。更重要的是，有了加工兜
底，残次果也能变废为宝，同时
李子鲜销的价格也更有底气，今
年地产均价稳定在7块多，鲜果
零售价最高30元一斤。

依托加工，重庆瑞航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也打造了多款蓝莓

“爆款”产品。
公司总经理向可怀说，为了

应对蓝莓产业扩张导致的价格
“大跳水”，公司投资约1.2亿元，
上马了6条生产线和一个最大库
容量为1万吨的冻库。如今，蓝
莓NFC果汁、蓝莓酒、蓝莓酱等
高附加值产品相继问世，价格较
鲜果提高了10多倍。

目前，全市爆款“土特产”已
先后具备精深加工能力，比如以
梁平柚为原料精深加工的奇爽、
柚小仙，柠檬加工的汇达、檬泰
生物，柑橘加工的森美橙汁、派
森百、新橙元等。

“接下来，我们将鼓励引导
加工企业加快特色水果衍生品
的开发，力争打造一批‘爆品’，
提升重庆特色水果尤其是柑
橘、柠檬加工在全国的影响
力。”市农业农村委加工处处长
张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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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种植是我市依山就
势发展起来的生态特色农业
之一，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带
动农民持续增收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但近年来，随着进口水果的“地
产化”以及各地特色水果的异军突起，
全国水果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
升，行业“内卷”加剧：“蓝莓论克卖变论
斤称”“桃李价格腰斩”“西瓜葡萄价格
大跌”……各地水果价格坐上“过山
车”，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重庆果业也无法独善其身——近
几年来，我市柑橘、李子、梨子、枇杷等
特色水果，价格波动明显，有的甚至出
现了滞销。

重庆果业如何应对价格波动，持续
健康发展？连日来，记者走进北碚、巫
山、九龙坡、开州等地进行采访调查。

□赵伟平

近年来，随着直播带货的
兴起，不少种植户拿起手机、
自拍杆等“新农具”，在田间地
头带货自家的水果。

好吃的水果满大街，消费
者凭啥选中你家的水果？背后
考验的，不仅是水果的品质，还
有种植户讲故事的能力。

处在情感交互时代的我
们，不光是消费产品，更注重
消费体验。

江津柑橘种植大户贺君丽
开展果树认养，定价520元，给
果树赋予了更多爱的意义：经
历春耕、夏养、秋护、冬收，一个
个柑橘从小小的枳实慢慢变得
圆润、饱满，这个过程，如同满
怀爱意期待孩童的成长。最后
认养人能收获果树上的所有果
子，获得爱的回报。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抹乡
愁，城市居民向往田园生活，
渴望亲近自然，“对他们来说，

在乎的也许从来不是那一篮
柑橘、一袋米，而是‘诗和远
方’的美好意境。”贺君丽说。

7月8日，网名为“水果匠
人·李小满”的微商，在记者所
在小区群发了一则“3 斤荔枝
158元”的网购信息，很快就有
十多人响应跟单。

市场上一斤荔枝最贵也
就 20 多元，为啥消费者会为
50 元一斤的“天价荔枝”埋
单？“李小满”的秘诀是讲清楚
产品的来龙去脉：产地是哪
里，果园环境会发到群里，还
有农残检测结果等信息。这
款荔枝是他实地考察了多家
果园，品尝了几十个品种后推
荐的。

因此，无论是种植端还是
经销商，要在市场中突围，讲
好每种水果的故事，才能让消
费者对待字闺中的“土特产”
留下深刻的记忆，才能让“土
特产”有更多的“文化味”，进
而满足消费者心理上的愉悦。

种植户要学会讲好水果故事

记者手记

核心提示

▲5月20日，大足区智凤街道福寿社区的生态果园，市民采
摘桃子，满载而归。 通讯员 黄舒 摄/视觉重庆

▲

7 月 4
日，巴南区二
圣镇集体村梨
园，游客感受
采摘乐趣。

通 讯 员
刘 纪 湄 摄/
视觉重庆

▲ 7 月 5
日，市民在 九
龙坡区西彭镇
真武宫村采摘
葡萄。

记者 赵
伟 平 摄/视
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