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产五成，今年杨梅贵了

近年来，针对杨梅采摘和保鲜期短的特

点，我省杨梅产区积极推进杨梅产业链延伸，

在保证销售供应的同时，运用现代生产技术

开发杨梅果酒等多种产品，提升价值链，拓宽

增收链，真正实现企业增效、农民增收“两头

甜”。

在青田县浙江嘉加乐食品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内，蒸汽腾腾，工人不断翻搅蒸汽锅内

的杨梅酱，直到酱汁黏稠、变成深色，在另一个

生产车间里，工人们将杨梅泥包裹进面团里，

经过高温烘焙出软糯香甜的杨梅酥。

青田县是我省杨梅主产区之一。全县杨

梅栽培面积11.2万亩，投产面积8.8万亩，2021

年，青田杨梅产量5.02万吨，产值达4.2亿元。

“杨梅季节性很强，较难长时间储存，青田

杨梅产量高、品质好，但下游产业一直没做出

来，我们正好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条件，尝试开

发深加工产品。”浙江嘉加乐食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张建明说，去年，公司与浙江工商大学合

作，开始研发杨梅衍生产品，已有6个杨梅深加

工产品已通过标准检验检测，开始大批量生

产。

2020 年，在仙居创业的台湾青年曾俊源

借鉴台湾凤梨酥的制作工艺，创制了杨梅酥，

并研发了一系列杨梅特色伴手礼。“品质稍微

差一点的杨梅，经加工后,也很好吃。”为此，曾

俊源与一位米其林二星烘焙师合作，推出了

以仙居杨梅为馅料的杨梅酥。“杨梅酥非常受

市场欢迎，第一年就给我带来了200万元的收

入。”

在曾俊源的眼里，仙居的杨梅可以千变万

化，在杨梅酥的基础上他研发出一系列新的杨

梅深加工产品，包括杨梅冰激凌、杨梅蛋卷、杨

梅年糕、杨梅香肠、杨梅珍珠奶茶等。“杨梅的

纤维对人体很有益处，我们把它跟香肠、年糕

结合一起加工，肉类加纤维不会显得太过油

腻，年糕加了杨梅纤维后，就比较容易消化

了。”曾俊源说。

杨梅酱、杨梅酥、杨梅气泡水、杨梅酵

素……如今，越来越多的主体进入杨梅深加工

产业。

杨梅是最具浙江特色的水果之

一，全省种植面积130万亩，年产量

60余万吨，年总产值近50亿元，生

产规模、品种资源、新品种选育、栽

培管理水平等方面均领先全国。

仙居素有“中国杨梅之乡”的美

誉，这里盛产东魁杨梅。今年当地

东魁杨梅价格怎么样？

“我们直销的一级杨梅 280 元

一箱，特级杨梅380元一箱，顶级杨

梅680元一箱，一箱大概3公斤，算

下来，一级杨梅每公斤约 92 元，特

级杨梅每公斤约 126 元，顶级杨梅

每公斤约226元。最贵的皇冠级颗

粒装，算下来每颗约21元。”仙居县

仙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即使是二级杨梅，去年本地每公斤

也就卖 14—16 元，今年要 30—32

元。”

我 省 各 地 大 棚 杨 梅 上 市 初

期，售价多在 80—200 元/公斤，其

中，精品东魁杨梅价格 160—200

元/公斤，精品荸荠种杨梅价格也

在 100—120 元/公斤，各类品种的

杨梅售价都比往年有较大幅度上

涨。

产量下降是导致价格上涨的直

接因素。仙居县农业农村局农技干

部吴世军说，因为1—2月份持续低

温寡照，东魁杨梅花芽分化缓慢，3

月又突遇高温，导致杨梅花期的授

粉率大大下降，出现减产。5月，杨

梅坐果期又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

出现生理性病害症状，落果较为严

重。

“今年，仙居杨梅大约减产三分

之一左右，受灾严重的杨梅减产了

八成左右，主要是露地杨梅影响比

较大，坐果率较低。”吴世军说，“产

量少价格自然高了。像重量 15 克

至17克的杨梅，能卖到每公斤40多

元，比去年翻番。”

这点也得到了专家的证实。浙

江省农科院的杨梅专家梁森苗告诉

记者，由于气候原因，今年东魁杨梅

大面积减产，不少产区的减产幅度

超过50%。

量少价高，销路依然走俏。兰

溪杨梅自5月20日开采以来，果农

汤友贵的手机铃声就一直没消停

过。“杨梅刚上市时，每天产量只有

1500多公斤，远远不够卖。”汤友贵

说，“每天要接几十个电话，全是订

购杨梅的客户打来的，20个工人加

班打包都来不及。”

今年，汤友贵在精品杨梅的基

础上，又推出了一款贡品杨梅，价格

高达12元一颗。“贡品杨梅产量少，

一天就200多公斤，是精中选精，每

颗贡品杨梅果重不低于35克，足有

乒乓球大小。”汤友贵说，“我坚持走

杨梅精品化路线，让杨梅卖上高

价。”

“今年杨梅成熟晚了一些，品质

还不错，尤其是个头要比往年更大

一些，果农的收益有保障。”省农技

推广中心水果首席专家孙钧告诉记

者。

数智栽培，品质明显提高

兰溪市马涧镇大棚杨梅基地兰溪市马涧镇大棚杨梅基地

种类繁多，深加工增效益

浙江杨梅不仅种植规模大，种

植品种也比较丰富，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东魁杨梅和荸荠种杨梅，占全

省栽培面积80%以上。东魁杨梅果

形大，果实汁多味浓，甜酸适中，在

长三角地区很受欢迎。

兰溪市马涧镇七星山名果庄园

的东魁杨梅甜度高、品质好，在市场

上口碑不错。记者随手取一颗，将

杨梅汁滴在测糖仪上，仪表上显示

14.4%。“一般来说，杨梅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达13%，已经比较少见了，若

有 14%以上的话，品质就非常好

了。”兰溪市经济特产技术推广中心

主任张启介绍。

庄园负责人汤友贵告诉记者，

今年，自家的杨梅不仅糖度高，而且

个头也比往年大。“除了天气因素

外，也和我们去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的七星山‘梅’好农场大数据平台分

不开。”

记者看到，该庄园的杨梅大棚

里，喷滴灌、气象土壤监测设施及高

清视频监控遍布角落。七星山“梅”

好农场大数据平台上，温度、光照、

湿度、农产品溯源等信息动态更新，

清晰可见。

“我们一共有 80 亩的杨梅大

棚，去年，成功申报了省农业‘双强’

项目，投资 400 万元打造了大数据

平台，其中政府补贴了50%。”汤友

贵说，“有了这个平台后，管理方便

多了，比如我在手机上设定一个温

度，一旦大棚温度超过这个设定值，

平台就会发出预警，大棚会自动通

风。”

现在，汤友贵只需一部手机，便

能精细管理整个果园。“通过设施

化、数字化栽培，大棚杨梅可溶性固

形物可以提高 2 个百分点，商品果

率达到 85%以上，优质果率达到

70%左右，分别比露地提高约30%和

40%。”汤友贵说。

在温州，因为采用大棚设施栽

培，今年的丁岙杨梅比往年要熟得

早一些。5 月中旬，茶山新盘农业

有限公司杨梅精品园大棚内，紫黑

发亮的杨梅早已压弯枝头。该杨

梅精品园负责人林媚媚指挥工人

们将一颗颗果形圆润饱满的杨梅

从枝头上摘下，装箱打包发往各

地。

在棚内，记者看到一些果树上

穿戴着特别的“灯管服”。据了解，

这是针对杨梅吸光特性架设的可增

强光合作用的补光灯管，可手机操

控智能补光。“通过大棚设施促早栽

培技术和提质增效技术集成应用，

今年果园的杨梅挂果率高，品质风

味大幅提升，最高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达 13.6%，并且实现提早 20 天上

市。”林媚媚说。

先进设施和智能技术的应用，

让浙江杨梅的品质明显提高，既有

口感为证，还有数据支撑，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夺得先机。“通过各项数

智技术应用，我省杨梅成熟上市时

间从6月初提前到5月中旬，提早了

约 15 天。”孙均说，“设施栽培的杨

梅品质也更好，落果率比露地栽培

降低35%以上，商品果率提高35%，

产量增长明显，果形较大，糖度比露

地的提高10%，口感风味更好，果实

也更加耐贮运，效益能翻番，高的是

露地的3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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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产不减质，数智增效益

今年“浙”里杨梅“炫”火了

□本报记者 郑亚楚/文 叶敏/摄

初夏季节，吃一颗酸甜可口的杨梅，感觉绝对爽！近日，“中国杨梅

60元一颗出口迪拜”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关注。

看到这条消息，有人流了口水，心里却在想，今年的杨梅是不是吃

不起了?眼下，正是杨梅上市季，今年的行情怎么样？杨梅真的很贵吗？

66月中旬月中旬，，在兰溪市马涧镇七星山名果庄园在兰溪市马涧镇七星山名果庄园，，工人们在采摘杨梅工人们在采摘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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