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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依妮文/摄
今夏，杨梅风头出尽。质优价高的东魁杨梅，从夏至登场以来，全

程高价。位于临海白水洋镇的上游村是我市东魁杨梅的主产区之一，
今年，该村出产的杨梅平均收购价格达每公斤30元至35元，创历史
新高。

杨梅产业是上游村的“金名片”。自上世纪80年代大规模种植以
来，该村立足绿水青山，不断做大做强杨梅产业，逐步形成集杨梅种植、销售、保鲜、深加工和苗木培育为一
体的农业特色村。在此基础上，加速现代化管理、品牌化推广、数字化销售。杨梅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游村
“致富果”。

全村36年来不断做大做强杨梅产业，
今年上半年户均农业收入超10万元，
销售加工总收入6000余万元——

上游村：共同富裕下
的“梅”好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江文辉文/摄）
为减少 6号台风“烟花”带来的农业
损失，7月 20日早上，温岭市松门镇
种粮大户就开始冒着高温酷暑，抢
晴天收割成熟早稻。

朝阳村种粮大户潘正平今年总
共承包了 1070亩田地种植早稻，从
长势情况看，其他田块的早稻长势
都比较乐观，唯独朝阳村西片的 170
多亩早稻，受到病虫害的影响，形势
不容乐观。

“风大雨大容易造成水稻倒伏，
如果长时间浸泡在水里，还会出现
稻谷发芽，那样损失就更大了，昨天
我还特意请来了农业专家，在看了
现场后，才决定对这一区块的早稻
进行收割。”他说。

潘正平说，一般情况下，早稻收
割都是在“大暑”节气后，这样更有
利于早稻能够丰产丰收，但这里的
173亩地正受到病虫害的影响，本来
就产量下降了，如果再遇台风出现

倒伏发芽的话，损失就会更大。
听了专家的建议后，潘正平从

19日下午开始就联系拖拉机、收割

机。“今天我总共调来了 3台联合收
割机和 3台拖拉机，这里 173亩地，
应该一天时间能够割完。”

与“烟花”赛跑 抢收成熟早稻

从事杨梅产业链相关的包装从事杨梅产业链相关的包装、、分拣分拣、、采摘帮工采摘帮工，，日收入最高可达日收入最高可达460460元元。。

随着台风“烟花”
的靠近，玉环农户纷
纷行动起来备战“烟
花 ”，在 田 间 地 头 忙
碌 开 来 ，支 撑 果 树 、
开沟排水、加固农业
设 施 、卸 掉 大 棚 农
膜，把台风带来的损
失降到最低限度。

图 为 7 月 20 日 ，
干 江 镇 农 户 在 葡 萄
大棚上、西瓜地里卸
农膜。
本报通讯员吴达夫摄

收割机正在抢收成熟早稻收割机正在抢收成熟早稻。。

农户田间地头备战农户田间地头备战““烟花烟花””

种下杨梅林 打开致富路

“凭借杨梅的种植和销售，我
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今年收入
达 39 万元。”近日，杨梅季落下帷
幕，上游村妇联主席、种植大户罗
苏芽盘点今年的收益，喜笑颜开。

“ 上 游 村 家 家 户 户 种 植 杨
梅 ，其 中 90%以 上 是 东 魁 杨 梅 ，
现有种植户 700 多户，种植总面
积超 4000 亩。目前，不仅种杨梅
赚钱，还带动附近村百姓增收，
从事采摘、包装等帮工，收入最
多 达 到 460 元 一 天 。”台 州 市 杨
梅 产 业 协 会 秘 书 长 、临 海 市 鼎

鸿 源 水 果 专 业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王
军说。

上游村的幸福生活并非天赐。
“上游村山地多，村里曾多次

组织试种玉米、茶叶、桑树等作
物，前后经过 7 次产业调整，始终
没有成功。1984 年，时任县农业局
副局长的上游村人王曰兴依据村
里的气候、土壤条件，带领村民发
展杨梅产业。当时，临海也专门下
派了农技员陶维康。”王军说。

有了矢志发展的带头人，群
众也有了盼头。1985 年春，立足山

地资源，上游村种下了 600 亩杨
梅，迈出了致富第一步。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
富民产业是关键。有了适宜的产
业，农民干起来有信心，村庄的发
展就有前景。在上游村，杨梅产业
的基础地位体现的淋漓尽致。”白
水洋镇党委书记程卫国说。

今年上半年，上游村实现村
集 体 经 营 性 收 入 40 万 元 ，农 民
户 均 收 入 超 过 10 万 元 ，集 体 个
人双富裕，杨梅销售加工总收入
达 6000 余万元。

“最早”闯市场 唱响致富经

上游村是非常典型的山区农
村，在工业、交通等均不占优势的
情况下，靠山吃山发展经济，走出
了一条杨梅产业致富之路。

“到 2002 年，村里家家户户或
多或少都种杨梅，基本上都已经
赚钱。当时，我在河南做生意，亲
戚朋友常在电话里说，‘生意不好
就回来创业吧，现在大伙在家种
杨梅就能发家致富’，我听得心痒
痒。”2003 年正月，回乡的罗苏芽
一口气种下 160棵单春苗。

罗苏芽的经历是上游村创富
故事的一个缩影。大规模发展杨
梅种植以来，上游杨梅始终保持
与时俱进的产业理念，无论是种
植技术、销售模式，还是村庄管

理、群众需求，都在随时代的进步
而改变——

2002年，该村组建了临海市上
游杨梅产业合作社和临海市清峰
果业合作社，分别注册“上游”和

“清峰”商标，逐步走向品牌化，至
今已有 50余家杨梅合作社。

2008 年开始统防统治工作。
每年 5 月，村里就会成立统防统
治巡逻队，在各个路口把关值守，
严禁梅农私自上山打药，确保杨
梅品质。

2009 年，村内建起占地 15 亩
的杨梅交易综合市场，有近百个
摊位，每年杨梅季，日交易额可达
千万元。

同年，白水洋镇举办首届杨梅

节，之后，每年 6 月都在上游村举
办杨梅节，打响杨梅品牌，帮助梅
农带货，杨梅销售价格节节攀升。

2012 年，试制杨梅果脯，杨梅
产业进入深加工阶段，附加值明
显提升。

……
“ 上 游 杨 梅 的‘ 金 字 招 牌 ’，

是 靠 村 民 几 十 年 持 之 以 恒 打 造
出来的。上游村人在台州市最早
成立杨梅合作社，最早注册杨梅
商标，最早成立镇一级杨梅产业
协会。在全国率先实施杨梅统防
统治、最早引进杨梅保鲜技术，
每 一 个 最 早 都 是 上 游 人 对 时 代
节奏的精准把握，也因此享受了
时代的红利。”程卫国说。

文化增底蕴 乐享致富果

农忙有盼头，农闲有生活。
“有了杨梅，村民原地致富，

不再需要外出打工，村里愈发人
丁兴旺；有了杨梅，村集体经济
得以壮大，基础设施建设、文化
繁荣有了经济基础。”白水洋镇
党委委员赵平波说。

近年来，集体经济的壮大，建
设美丽上游逐渐成为全体村民的
共识和期盼。上游村村“两委”抢
抓“清洁家园”“美丽乡村”等专项
行动契机，由党员干部带头守护，
积极谋划村级基础设施建设。

村 里 投 入 400 万 元 ，建 设 了
一 座 集 村“ 两 委 ”办 公 、文 化 礼

堂、农民讲堂、农家书屋、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黄 沙 狮 子 展 厅 为 一 体
的综合性大楼和 1500 多平方米
的文化广场，便民服务设施配置
齐全，极大地满足了上游村民的
综合服务、幼儿教育、老年活动
等需求。投入 400 余万元开展村
内道路硬化、绿化建设以及村口
双 港 溪 流 域 整 治 ，投 入 40 余 万
元改造进村路灯。漫步村中，水
清、岸绿、景美、设施全，村容村
貌愈发亮丽，村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

上游村历史文化底蕴浓厚，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沙狮

子的传承地。1991 年春节开始，该
村就开始挖掘黄沙狮子等传统文
化资源。近几年，又组建了黄沙狮
子舞狮队，黄沙乱弹、花鼓、铜钿
棍、山歌、小调等 8 个民间文艺表
演队，不断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文化与产业偕行，也连起了
大家共同富裕的心愿，村民的获
得感、凝聚力越来越强。农闲时
节，每到周五、周六晚上，在村综
合大楼前，总能看到一只只“狮
子”或在地面舞动，或在叠着的四
方桌上跳跃。这是“黄沙狮子”第
七 代 传 承 人 王 建 带 着 徒 弟 在 练
习，边上的村民不时为他们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