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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地处高山深处的淳安县文昌镇王家源村老方家庭农场的水蜜桃成熟了，一个个红彤彤的“仙桃”垂挂在枝头，沉甸甸

的，迎来丰收季。由于高山温差大，水蜜桃的品质好，又脆又甜，深受消费者喜爱。图为果农正在采摘成熟的果实。

王建才 摄

盛夏时节，宁海县胡

陈乡中堡溪村的水蜜桃熟

了。满山遍野的桃子，绿

中透红，不仅甜了村里的

空气，也甜了桃农的心，让

村民们走上了共同富裕之

路。

然而，20 年前，中堡

溪村还是个经济欠发达

村。“那时候，村民以种水

稻为主，平均年收入只有

2000 多元，生活很困难。”

曾担任中堡溪村支书的陈

金宝回忆道，村集体经济

薄弱，农业生产基础设施

条件差，经济作物根本种

不了，村里也没有企业，大

家只好被迫外出打工，中

堡溪村一度成为“空心

村”。

陈金宝在任职期间一

直琢磨，怎么才能壮大村

集体经济？听说宁海城区

水蜜桃供不应求，而且价

格卖得很好，他就有了在

村里种桃子的想法。他找

到奉化的水蜜桃专家，邀请他们来考察中堡溪

村的自然条件，是否适合种水蜜桃。考察的结

果让他信心大增。“专家说我们这里的水土很

适合种水蜜桃，甚至比奉化那边的条件还要

好，那我就有信心了！”

于是，陈金宝和其他几个农户一起尝试，

引进了20多个水蜜桃品种试种，初步形成了以

“湖景蜜露”为主，早、中、晚不同熟期搭配的品

种体系，同时组织更多有意向种桃的农户学习

水蜜桃优质栽培技术，以提高水蜜桃的产量和

质量。

2003年，中堡溪村积极发动全体村民整改

农田灌溉渠道、加固堤坝、挖渠引水等农田基

础设施，为进一步发展水蜜桃产业夯实了基

础。

好风凭借力。当时，宁海县胡陈乡政府也

对水蜜桃产业发展十分看好，给予大力支持，

积极组织水蜜桃节庆活动，举办推介会，拓展

销售渠道，同时大力实施品牌战略，胡陈水蜜

桃的市场知名度不断提升，先后荣获“中华名

果”、国家绿色食品等称号。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堡溪村的水蜜桃规模

不断扩大，目前已成为宁海最大的水蜜桃种植

基地，面积达3000余亩，先后建成了集水蜜桃

种植、赏花节庆、蜜桃采摘游、农副产品销售等

于一体的完整水蜜桃产业链。

这只水蜜桃，不仅让中堡溪村“十里桃园”

的知名度越来越响，还带动了周边村庄餐饮

业、民宿业等旅游业态的发展，带旺了农产品

销售。村民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让蜜桃变

成了“致富果”。

2018年11月，随着“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的进一步深化，中堡溪村信心满满，开始

踏上了“以农促旅、以旅富民”的新路子。胡陈

乡和中堡溪村委会共同投资500余万元，实施

村级景区提升工程，完善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硬

件设施，新建了桃园风车、自行车驿站、露天茶

吧、桃香亭等旅游景点，提升了漫步栈道、登山

游步道、道路沿线标识标牌等；完成了水蜜桃

特色产业示范区项目，建造了桃文化广场、桃

园自行车公园，完善乡村旅游环线。

如今，这里三月桃花开，七月桃飘香，一年

四季，踏春赏花、瓜果采摘、登山徒步，总有不

同的游玩项目。去年，以水蜜桃为“主角”的文

旅产业，为中堡溪村带来集体收入114万余元，

为胡陈乡带来了23.6万人次的游客，年均旅游

直接收入达2600万元，带动农特产品年均销售

额2200万元。

未来，中堡溪村将继续深化“千万工程”，

始终擦亮“人民至上”底色，在这个青山绿水的

桃花源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潘璐璐 吴林倩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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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借助惠

民蜜梨品牌效应，农旅融合又成了惠民

蜜梨产业发展的新目标，蜜梨文化旅游

节应运而生。从 2014 年开始，惠民街

道每年举办蜜梨文化旅游节，至今已成

功举办了十届。旅游节不仅将蜜梨文

化融入乡村振兴中，也借助于文化节系

列活动，将嘉善的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新农村新生活的全新面貌展现得淋漓

尽致。同时，还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平台，进一步满足了群

众的文化需求，实现了物质富裕与精神

富有同频共振。

惠民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每年的

惠民蜜梨产业文化旅游节，内容丰富多

彩，通过乡村振兴恳谈会、农旅融合研

学会、采风、摄影、亲子采摘等一系列旅

游与文化相结合的活动，孵化出特色文

化IP，进一步提升了“惠绿”蜜梨品牌，

产生巨大的市场影响力，并且促进了文

旅消费升级、延长了产业链，为惠民街

道的乡村振兴、共享共富添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嘉龙

农旅融合再出发，惠民乡村未来可期

嘉善：一只蜜梨的共富路
眼下，正是蜜梨成熟上市时节。清晨七点半，嘉善县惠民街道梨农陆雪英已在自家的梨园里忙活有一会儿

了。趁着早晨气温还不是特别高的时刻，她抓紧采收已成熟的蜜梨。不到半天时间，梨园里，装满蜜梨的竹筐已

排成长龙，圆滚滚的梨果绿中透黄，飘散出一阵阵甜香气息。这样丰收的场景，从每年7月上旬开始将一直持续

到8月中上旬，穿越整个“三伏”天。这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也是嘉善县惠民街道的梨农们最忙碌又幸福的

时候。

嘉善县惠民街道现有3200多亩蜜梨，年产量达5500多吨，年产值3200万元。一只小小的蜜梨，已成了惠

民街道梨农增收致富的共富果。

30余年耕耘，小蜜梨修得正果

盛夏时节，惠民街道大通村的近千

余亩蜜梨林正在日光中汲取养分。“别

看现在这里蜜梨果树成片，但在 30 多

年前，要找到棵梨树可是一件难事。”陆

雪英一边采摘蜜梨一边告诉笔者，以

前，惠民街道并无蜜梨的种植史。作为

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陆雪英至今记

得，那时，当地农民基本以种植水稻为

主。偶尔会有个别村民买一些梨树苗

种在门前屋后，但因不懂管理，或品种

不好，结出的梨果并不好吃。

惠民蜜梨产业真正崛起，是在改革

开放后。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提高种植

效益，当地农民积极发展多种经营，除

了水稻，开始尝试种植各种经济作物，

包括桃树、葡萄、梨树……但作为水乡

农民，习惯于种水稻，对经济作物种植

大都一窍不通，种植果树的效益并没有

达到预期效果。加上那时村办企业红

火，不少农民弃农从工，到工厂上班，不

少田地甚至出现“抛荒”现象。情急之

下，当时的乡政府便在报纸上刊登招聘

启事，在全省寻找种植能手，到本地来

指导农业发展。没想到，这一举动竟成

功了。来自武义、嵊州等地的 20 多位

果农，带着先进的种植技术，来到嘉善

发展水果产业，从而再次激活了惠民农

民种植蜜梨的激情。

沈玉竹就是当时应征而来的一

员。从 1999 年到现在，他辛勤耕耘 24

年。如今，他的梨园平均年收入可达40

多万元，不仅在惠民街道买房定居，把父

母妻儿都接了过来，还当选为嘉善惠民

蜜梨专业合作社的理事。而获益更多

的是本地果农。“我们这一片的农户全靠

蜜梨产业赚钱致富，现在大家都买了车，

有的还购置了商品房，蜜梨已成为我们

这儿的致富果。”陆雪英笑着感慨。如

今，惠民街道蜜梨种植户已有600多户。

政社携手合作，一只梨兴一方产业

近年来，惠民蜜梨每年超过6成的

产量销往上海市场。上午刚从梨园摘

下的新鲜蜜梨，晚上就进入上海各大超

市，被当地居民抢购一空。每年蜜梨上

市季节，嘉善“惠绿”蜜梨推介会也在沪

同期举行，至今已连续办了 16 年。惠

民蜜梨能打响品牌，受宠市场，关键靠

品质。

近年来，惠民蜜梨的品种不断更新

换代，1984年，引进了“新世纪”“菊水”

“黄花梨”品种；1992年，又引进山花梨；

1996年，引进“翠冠”“清香”等新品种，

1999年底，梨园面积已发展到 600 亩。

之后，每年采用高枝嫁接等技术，淘汰

品质差的老品种，逐步形成以“翠冠”为

主，以“清香”“黄花梨”为授粉树的梨园

生产格局，立足高起点、高标准，建立了

蜜梨标准化示范基地。1999年，惠民成

立了蜜梨专业合作社，定时给果农培训

种植技术，提高果农的专业管理水平，做

好蜜梨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2001

年，又注册了“惠绿”蜜梨商标。

截至目前，惠民蜜梨专业合作社已

有社员近百户，辐射蜜梨种植面积超过

2000亩。合作社主要对社员进行统一

的培训和技术服务。2002年7月，惠民

街道被命名为“浙江省蜜梨之乡”。高

标准、严要求的生产管理结出了品质

优异的惠民蜜梨。近年，惠民蜜梨成

了嘉兴的水果“门面”，市场知名度逐

年提升，先后荣获浙江农博会金奖、浙

江绿色产品、嘉兴市名牌产品等荣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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