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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通讯员李康文 那木黑摄

前段时间，“中国杨梅60元一颗出
口迪拜”的新闻登上热搜，热搜主角就
是来自浙江仙居的东魁杨梅。虽然这
个吓退网友的价格最终被证实只是

“迪拜零售价”，国内零售价并没有这
么夸张，但在“包邮区”的确有着这样
一个“都市传说”：混得好不好，就看每
年的杨梅季有没有人送你仙居杨梅。

仙居杨梅的产区，一如它的名字，
“仙”：109座千米以上的高山，留住了
大量的海洋湿气，这个仙泽眷顾之地
云腾雾蒸、雨水充沛。杨梅树，就生长
在山间。这也造就了仙居杨梅独特的
品质。“世界杨梅在中国，中国杨梅出
浙江，浙江杨梅数仙居。”在这里，几乎
家家户户都种杨梅，卖杨梅。

仙居“仙”果，吃的就是一个鲜
字，但今年仙居杨梅大减产，当地果
农都在抢摘抢收，最大程度降低损
失。因新电商平台拼多多的加入，依
托平台、渠道、信息等优势，通过现代
化物流链，为仙居杨梅插上互联网的

“翅膀”，能以更快的速度销往各地。
炎炎夏日，让我们日啖杨梅三百颗，
不辞长作仙居人。

“仙”果年产超10万吨

夏季最令人惊艳的水果，当属杨
梅了。“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说过，

“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

梅”，吴越杨梅说的就是江浙一带的杨
梅。杨梅不少，但仙居杨梅有其特色，
收获了大批粉丝。2020年 4月 30日，
农业农村部批准对“仙居杨梅”实施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仙居杨梅一如它的名字，“仙”！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仙居面向东南，
呈马蹄状地形，109座千米以上的高
山留住了大量的海洋湿气，造就了仙
居杨梅的色美、味甜、个大、核小。仙居
杨梅，采摘也带有一分仙味：最佳采摘
时间是凌晨，此时水汽蒸腾，在果子上
凝成晶莹露水。待到晨光微露，破晓的
阳光与凝挂的露水充分融合时，杨梅
的口感达到了最佳。

为了得到这一至味时刻，背后凝
结着果农一年的辛勤努力。“就拿当下
来说，给果树浇水降温就有好多技
巧。”土生土长的仙居“90后”郭帅，如
今是仙居县可心杨梅基地负责人，从
17岁开始接手管理家中的果园，到现
在已经有15年种植经验。分享起独门
秘籍，他滔滔不绝：浇水要在傍晚到夜
间进行，避免因白天气温过高烫伤根
系；浇水时要把根部土壤都浇透，绝不
能“厚此薄彼”。还有追肥，杨梅土壤最
佳生产酸碱度为 4.5到 5.5，如果低于
这个数值，意味着土壤酸性过高，需要
减少有机肥释放量，增施化肥；如果数
值过高，就要追加由羊粪、兔粪等沤制
而成的堆肥。除此之外，除草、防病、除
虫、剪枝……这些活儿件件都要用心。

即使到成熟前夕，梅农还要疏果。

疏果得当，果实才有理想的品相。“果
树就是这样，你全心全意对它好，它才
会给你回馈。”郭帅说，做事就像做人
一样，半点来不得马虎。管理如此，采
摘更是辛苦。每年杨梅季的凌晨时分，
仙居杨梅山上都是“灯光点点”，灿若
星河。

据官方统计，仙居全县杨梅种植面
积已达14.2万亩，投产面积13.5万亩，
产量10.7万吨，鲜果产值10.1亿元。

果农减产不减收入

“杨梅放不住，吃的就是一个鲜
字！凌晨腾起的水汽与白天光照带来
的甜分融合，口感会达到最佳。”郭帅
说，要在早晨太阳出来之前，把杨梅从
树上摘下来，然后迅速用冷风吹干送
入冷藏室，并马上包装，进入运输链，
最大限度保持“仙”气和“鲜”味。

今年杨梅大减产，大家都在抢摘
抢收，最大程度降低损失。当地政府、
协会都在想办法协调杨梅采摘、销售，
保障梅农利益。

“电商平台的加入对保障我们农
户收入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郭帅
说，梅农辛苦一年营收就靠这几天，但
今年杨梅大幅减产，虽然市场行价从
去年40元一斤涨到今年70元一斤，但
总收入还是受影响。好在有了拼多多
商家的收购，梅农的统销价每斤还能
上涨3到4元。

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加入改变了
传统梅农线下分销的局面，商家与农
户构建起稳定的供需关系，在保障梅
农杨梅售价的同时，还能提高他们议
价的权利。“真的要感谢电商平台，以
前经销商说收购价多少就是多少。现
在我们可以跟经销商议价，这是电商
给了我们保底价后的底气。”作为“腿
上有泥”的新电商平台，拼多多坚持农
产品“零佣金”模式，以产消直连的方
式，尽量减少中间成本，帮助小农户融
入大市场。

牵手电商平台，受益的不仅是梅
农，新农人也收获颇丰。温州小伙傅疆
伟前些年在仙居考察后，决定正式做
杨梅电商生意。为了保证杨梅品质，这
位 98年的小伙在仙居县埠头镇设置
集中收购点和包装点，实现货源地直
采直发。因为价格给的公道，周边的梅
农们都愿意把杨梅卖给他。

杨梅品质好，傅疆伟的名气打开
了。在拼多多平台上，小傅姐弟一共经
营着 3家店铺，高峰时期一天的成交
量有3000多单。每天都供不应求，“一
上架都是秒单。”傅疆伟说，今年的销
售成绩给了他信心，决定加大投入，争
取明年做更大的生意。

源头控品，“鲜”出仙居

电商销售，口碑最重要，而对鲜果
来讲，水果的品质是关键。“在杨梅采
摘前30天，我们就禁止在树冠上喷施
任何农药了，确保‘统一用药、统一时
期、统一浓度’。”杨梅采摘期间，仙居
县杨梅质量安全监管员会在各地杨梅
林明察暗访，确保杨梅品质优良、真正
做到监管全覆盖。

质量是生命线，这一点在杨梅产
业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可以说，我们
的杨梅质量成就了仙居如今的杨梅产
业链和‘仙居杨梅’的品牌。”仙居县农
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
科长吕君连说。

“在生产种植环节落实好标准化
生产工作，是实现杨梅稳产、高质、可
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环。”吕君连介
绍，这几年仙居不断加强杨梅质量安
全生产标准推广应用，引导果农应用
绿色防控技术，全面提升县域内规模
主体的标准化生产水平。

最近几年，杨梅冷链保鲜技术蓬
勃发展，人为地把鲜果品尝时间延长，
也让仙居有了把杨梅销往全国、推向
全球的底气。在郭帅的杨梅基地，我们
一览了杨梅保鲜出门的全流程：从山
上采摘下来的杨梅先迅速用冷风吹干
表皮水分，再经过一道手工挑选分装，
送入冷库，冷藏 2—4小时彻底降温，
真空锁鲜再配上方砖大小的冰块打
包，等待特快物流送外地。

“这是我们研究多年的包装方案，
加上江浙沪次日达、一般城市双日达
的特快物流，基本上可以完美保障杨
梅的新鲜口感。”郭帅说。

“寻鲜中国”助好农货破圈

“‘好农货’的水果品质高，价格也
公道！我家买的东魁杨梅都吃完了，这
不，刚刚下单买了当地的高山杨梅。”
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姑娘张倩在网上
给家里买了不少仙居杨梅。她说，“我
点开拼多多，搜索了一下‘好农货’，正
好想买水果就点进去下了单，收到后
品质很不赖。”“好农货”让她不出杭州
就能买到仙居的杨梅，省时省力又省
心。据了解，今年拼多多平台杨梅销量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30%—40%，而仙居
杨梅销量增长20%左右。

为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溢价能
力、推动产业良性发展、促进农民稳定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作为中国最大的
农产品上行平台，拼多多发起“寻鲜中
国—多多好农货”项目，以节令为轴，
在全国优选最新鲜的当季蔬果食材和
品质农货，通过尝鲜直播、专区推介、
地标宣传等方式，通过“农地云拼”实
现“产消直连”，精准满足 8.82亿消费
者的消费分层需求，提升农产品品牌
价值与效益。

活动期间，消费者打开拼多多
app，搜索“寻鲜中国”“多多好农货”

“好农货”等关键词，即可直达专区，选
购时令地标农货，品尝最新鲜、最实惠
的好味道。

同时，为助力各大农产区加快打
造农业品牌，推动各地农业产业升级，
拼多多通过与产地对接，从源头针对
不同农产品品类制定、完善“好农货”
标准，并通过流量资源倾斜、百亿补贴
等举措，助力优质农产品提升市场竞
争力、拓展新的消费群体。未来，拼多
多将探索更多中国农产品源头的新标
准，助力高品质、名品牌农产品形成，
让消费者省心消费更多优质农产品，
帮助农民获得更多收益。

仙居杨梅牵手新电商，果农减产不减收入

90后新农人郭帅从17岁开始接管家中的果园，到现在已经有15年种植经验。

冷链保鲜技术的发展让仙居有了把杨梅销往全国、推向全球的底气。

“寻鲜中国好农货”专区截图

台传媒通讯员谢冰清 金 迪 董伯志

7月 1日下午 4时 30分，一架载
着161名台州学子和家长的包机平稳
降落在第一师阿拉尔市塔里木机场，
标志着台州直飞兵团一师阿拉尔旅
游包机成功首航，正式开启为期 7天
的“家国梦·南疆行”台州学子带着杨
梅游阿拉尔研学之旅。

垦荒基因，双向奔赴。8月6日，第
二批台州包机直飞阿拉尔组团旅游已
提上日程……未来，会有更多台州学
子和市民走进阿拉尔，感受南疆自然
人文特色、体验三五九旅军垦文化，促
进台阿两地间的交流交融，共同见证
阿拉尔这座在丝绸之路上崛起的军垦
新城、塔城明珠和台州援疆成果。

开创了“三个一”历史纪录

“一直很想带孩子来看看美丽的
南疆，听说这次台州包机直达，马上
就报名了。整个线路非常紧凑、有特
色，是一般旅行线路体验不到的。”来
自玉环的学生家长郑颖说。

台州学子王思怡则被眼前广袤
的沙漠和远方绿色的城区所震撼：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既神秘又神圣，

王震将军和垦荒戍边的人民军队，让
我对兵团充满了敬重和向往，这次能
走进兵团第一师，追寻三五九旅红色
足迹，感受大美军垦新城，有一种别
样的激动和期待。”

“‘家国梦·南疆行’研学之旅是台
州市援疆指挥部探索以旅游援疆优惠
政策撬动‘旅行社联动组织+传媒联动
推宣’的旅游包机市场化新模式，将有
效激活新疆特别是南疆旅游的内地客
源，推进以旅为媒、促进浙疆台阿交往
交流交融和共同发展。”台州市援疆指
挥部宣传文化组组长邱焕嵛介绍。

此次台州包机直飞组团旅游开
创了“三个一”历史纪录：浙江史上第
一架浙阿直飞飞机、新疆阿拉尔史上
第一架包机、浙江“引客入阿”史上单
次组团人数第一。

量身打造的7天6夜南疆之旅

7月 1日是研学活动的出发日，
也是张一韬结束高考后最期待的日
子，凌晨4时多，他就早早起床准备。

本次活动由台州市援疆指挥部
发起，协调确定台州前往第一师阿拉
尔市的直达飞机，为台州籍学子量身
打造7天6夜的南疆之旅。

活动从南疆之心阿拉尔市出发，
包括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塔里木大
学、睡胡杨谷、昆岗文化园等十余个
景点，既能领略南疆独特的地理风
貌，又能邂逅当地的历史文化。

此次研学活动特别向 2024年的
中高考应届生提供优惠，吸引了不少
像张一韬这样的毕业生，希望在美好
的青春时节里，留下难忘回忆。

初中毕业生占涵笙选择和妈妈
一起前往：“没有特意做很多功课，想
要保留神秘感，期待这次旅行让我看
到一个美丽的南疆。”

9时 20分许，临近登机时间，参
加者们一人提上一篮新鲜杨梅登上
飞机，跨越 4900公里，带给阿拉尔市
的小朋友品尝。

此情此景铭刻在记忆深处

阿拉尔，由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会
聚而成。

在为远道而来的台州客人点燃篝
火的晚会上，手牵手载歌载舞的，是七
彩疆南的各民族群众；在塔里木大学
参观的一路上，来自祖国各地的大学
生们满怀豪情要在此扎根；在阿拉尔
机场，迎接我们的是台州市援疆指挥

部的老乡和阿拉尔的“亲人”们……
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坐落在军垦

大道旁，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阿拉尔
这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史。“忠诚、担当、
争先”，这是三五九旅开创的“三五九旅
精神”，在革命年代鼓舞着战士们从南泥
湾一路走来，在和平建设时期又感召着
一批批热血儿女从四面八方汇聚。

在去往沙漠之门的路上，一路是郁
郁葱葱，艳阳照耀着这片广阔的土地。黄
沙漫天、驼铃声声，来自山海之畔的台州
人见惯了水天一色的蓝，仍被眼前无边
无际的沙海所震撼。连绵的沙丘，高悬的
天空，让游人沉浸在沙漠的壮美之中。

摄影爱好者吴平原在沙漠之门
放飞了自己的无人机。无人机越飞越
高，将沙海尽收眼底——冲上山丘而
后垂直跃下的沙上摩托，演绎着何为
激情与挑战；团友们坐在骆驼上，在
起伏中感受西域丝绸之路的古老讯
息；不远处的沙丘上，游人高高举起
红色丝巾兜住大漠那丝不拘的风。

陈潘悦在阿拉尔拍得尽兴，玩得
也很尽兴。于她而言，阿拉尔是蓝天
白云，泛着金黄的沙漠，是熊熊燃烧
的篝火——她与来自台州各地的陌
生团友执手起舞，在欢快的乐声中将
此情此景铭刻到记忆深处。

——台州直飞新疆兵团一师阿拉尔旅游包机成功首航

台阿展翅飞 天涯若比邻

新华社记者袁震宇 顾小立

盛产于中国浙江的一种水果——
杨梅，这个夏天在海外“火”了。

近段时间，杨梅在海外“出圈”的
短视频在不少社交媒体上热传。在杨
梅的主要产地之一丽水青田，当地海
关统计，今年杨梅出口量与去年的20
余吨相比，预计可翻一倍。

在台州仙居，有经销商在不到一
周的时间内，将数百公斤杨梅出口
到新加坡、阿联酋和加拿大等地。一
位来自宁波的杨梅种植大户告诉记
者，今年的杨梅出口卖得价格高，在
欧洲一些地方，规格比较大的杨梅，
能卖到每颗 10多元人民币，好的还
能卖更贵。

杨梅好吃，但极难保存。“头日新
鲜、次日色变、三日色味皆变”，历来
外销不易。此番走红海外，原因何在？

首先是种植大户们采用新技术

延长杨梅保鲜时间。在仙居，不少果
农处理采摘后的杨梅已有一套“标准
化”的流程：冷风吹干水分，冷库冷藏
降温，冰块锁鲜打包。为了尽可能减
少长途运输对杨梅品质的影响，果农
们不断改进气调锁鲜等储运技术，让
杨梅保鲜期最长可延至近30天，为杨
梅“出海”争取了时间。

其次，地方农业农村等部门帮助
果农提高种植技术，提升杨梅的品
质。在宁波余姚，当地组织农技专家
普及推广了一批绿色优质高效实用
技术，精品果率显著提升，杨梅变得
更加颗粒饱满、酸甜可口，亩均新增
产值超过2000元，增加了杨梅出口海
外的“底气”。

另外，经销商在杨梅产品的推广
上花足了心思：杨梅包装上印刷了
国潮插画，图案融入了本地山水的
秀丽风光；有的礼盒里附赠了与杨
梅相关的文创饰品，把“杨梅 IP”做

大做强；开发杨梅酥、杨梅酒等周边
产业，让杨梅出口从“一季火”走向

“全年红”……
一些果农感叹，在本地，杨梅并

不是什么稀罕的水果，过去总感觉这
种一到夏天便随处可见的果子“没有
什么大名堂”。有果农前些年改种了

“身价”更高的“洋水果”，结果今年把
账一算，发现还不如把杨梅好好种
精、种优得到的收益高。

一颗杨梅虽小，其海外“爆火”背
后的经济道理却值得品味。

在各地经济发展中，有不少像杨
梅这样看似不太起眼的传统产业。对
于这些产业，是简单化以“新兴产业”
取而代之，还是因地制宜推动产业改
造提升？

近些年，还有不少类似的中国的
产品在海外掀起关注热潮。比如，
2022年秋冬之际，中国生产的电热毯
等“取暖神器”走红欧洲市场。大型跨

境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当年海外对
中国取暖产品的需求量同比大幅增
长，部分单品的增长超过50%。

一些企业家感慨说，实际上，为
了那一刻的“爆单”，他们已经与取
暖产品“较劲”了 10多年，努力在一
些参数上做到“极致”，不断提高产
品附加值。

在基层调研走访时，记者曾碰到
一些经济部门的干部“诉苦”，为当地
没有“热门”产业入驻而发愁。事实
上，如果拉长时间维度来看，所谓的

“热门”与“冷门”，在经济活动中从来
都是相对的。一哄而上跟着当下的

“热门”走，能成功的是极少数；“看似
寻常最奇崛”的产业发展之路却历久
弥新。

能否在“看准了”的基础上，深入
挖掘本地特色，保持发展战略定力，
考验着经营主体与地方政府的智慧。

（新华社杭州7月24日电）

中国杨梅何以海外“出圈”？

7月23日，临海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开展党建联建暨“红色引领 筑路
同心”养护主题月专题活动。党员志愿者们参观了中共台州中心县委机关旧
址纪念馆并重温入党誓词，对农村公路进行路域环境整治。图为党员志愿者
在向市民普及《公路法》。 台传媒记者章增宏摄

日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圆桌板凳”成员走进黄岩区
东城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参观学习，并就“笃行致远践基层，烟火深处话民
主”为主题，与有关人大代表进行“面对面”座谈交流，体验别开生面的思政实
践课。 台传媒通讯员任梓翔摄

红色引领红色引领 筑路同心筑路同心

一堂别样的思政实践课一堂别样的思政实践课

7月24日，台州市老干部“我和我的祖国”朗诵比赛在路桥区文化馆内举
行。老干部们用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情感，聚焦“我和我的祖国”主题，讴歌新
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各项辉煌成就。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朗诵者们
激情满怀，展现了新时代老干部良好的精神风貌。 台传媒记者潘侃俊摄

老干部展风采老干部展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