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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梅时雨，红实缀青

枝。”眼下，台州迎来杨梅采收

旺季。连日来，仙居以“云端

速递”的方式开启杨梅“锁鲜”

之旅，依托无人机将传统运输

的1-2 小时漫长山路，压缩至

5 分钟的“空中快线”；天台则

以政府助农的形式，免费为农

户提供无人机运输服务。

此次引入的顺丰物流无

人机，具备强大的低空运输能

力，凭借精准导航与智能避障

系统，可灵活穿梭于山间，即

使复杂天气也能稳定飞行，让

杨梅采摘后“第一公里”的运

输难题迎刃而解。

顺丰速运浙中区杨梅项

目负责人吴豪杰介绍：“无人

机能弥补轨道运输不能覆盖

的区域，缩短人工挑担下山的

时间，提高农户出货的效率，

可以吊运 100 公斤以上，未来

还将会应用在其它农产品上。”

“原来至少半小时的路程，

现在 5 分钟就到山下的冷库

了。”仙居国色天香合作社负

责人龚宇雷欣喜地说。

“挑担1小时，科技5分钟。”

同样喜上“梅”梢的还有天台县龙溪乡寒岩村

的梅农谢兆福。他家100多亩杨梅地年产量

近4万公斤，以往的人工采摘，从山上挑到山

下需1个小时，单人工费就需1万多元，还不

时有人员受伤。而从6月20日开始，每天清

晨随着一阵嗡鸣声，一架载重达65公斤的无

人机起飞后短短5分钟，便满载着新鲜杨梅

精准地停在他的脚下，整个过程高效又便

捷。

寒岩村杨梅种植面积超1000亩，杨梅产

业是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采用无人机

运输杨梅，在该村尚属首次。“以往村民们常

反映杨梅采摘存在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等难

题。为此，乡里将寒岩村设为‘低空+农业’

试点，自6月17日起，免费为梅农提供无人机

运输服务。”龙溪乡党委副书记叶倩文说。

无人机运输杨梅在各地的推广是低空经

济赋能智慧农业的生动注脚。人工成本与

运输效率之间的“降本增效”，让台州各地的

杨梅得以拓展更广阔的市场，带动当地果农

增收致富；科技的深度融入，也为传统农业

注入新活力，推动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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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多汁的杨梅，是宁波人夏日里

最惦记的滋味。当地消费者普遍发现，

现在的杨梅越来越甜了。这与当前栽

培管理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

宁波传统的杨梅种植，一直提倡生

态栽培。走进果园，果农们防虫治病有

“妙招”：优先用诱虫灯、防虫网等物理

方法和“以虫治虫”等生物方法来对付

病虫害，从源头上保障杨梅的安全和品

质。

同时，种植技术也在不断提升。通

过给杨梅树“理发”（矮化整形修剪），让

阳光能更均匀地照到果子；根据杨梅树

不同生长阶段的需要，精准施肥；推广

搭建避雨棚，既减少雨水冲刷带来的污

染，也避免果树吸收过多水分稀释糖

分……这些精细的管理措施，都在提升

杨梅的甜度和风味。

守住了底线，宁波杨梅产业发展方

向变得更加明朗：要让杨梅更好吃、品

质更高。

从 2023 年开始，宁波市启动了一

项特别的工作：系统监测杨梅的内在品

质。简单来说，就是不仅要安全，还要

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我们的检测项目包括钙、钾、镁等

矿物质，花青素、维生素C等有益成分，

还有糖酸含量、果实大小等直接影响口

感和卖相的指标。”宁波市农业农村绿

色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两年多来，宁波市已对 85 批次的

本地杨梅进行了“深度体检”，积累了近

1000 条宝贵的品质数

据。今年，这项关乎

杨梅“核心竞争力”

的工作继续深化。

“我们不仅持

续 跟 踪 这 些 常 规

营养指标，建立更

完善的本地杨梅品

质档案，还开始探索

醇类、醛类等影响杨

梅独特风味的物质，用

科学数据指导果农种出

更好吃的杨梅，为宁波杨梅

的 金 字 招 牌 增 添 更 多 含 金

量。”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说。

宁波：好味道源于好的栽培管理方式

一株晚稻杨梅树，挂上3至4个“宝

瓶”，采收后保鲜期能延长2至3天。这

两天，舟山市定海区河东林家果艺园老

板张水娣一直忙着打包杨梅寄往全国

各地，“用了果蝇诱捕剂瓶，杨梅结得又

硬又大又黑，快递到北京依旧鲜甜。”

作为“中国晚稻杨梅之乡”，定海有

万亩晚稻杨梅林，年产值 5000 万元。

由于采收保鲜期极短，有些年份甚至仅

1至2天。“这导致它很难走出海岛，也

很难产业化。”定海区农业农村局正高

级农艺师邱立军介绍，长久以来，果农

多将问题归咎于品种和气候等因素，但

实验证明核心因素是果蝇基数，“果蝇

发育对温度高度敏感，高温下它能迅速

导致杨梅变软、出水。只要在成熟前将

其成虫基数降至低水平，就能‘抢’出宝

贵的2至3天保鲜期。”

在河东林家果艺园，一株株“年逾

花甲”的晚稻杨梅树枝头缀满紫黑色果

实，枝干间悬着果蝇诱捕剂瓶，瓶内密

密麻麻的小飞虫清晰可见。“去年挂瓶

后，我家是村里杨梅采收时间最长的，

今年杨梅生长期赶上了台风，但自家杨

梅的大小、硬度、甜度都很不错。”张水

娣介绍，在区农业农村局的技术指导

下，今年在杨梅成熟前 20 天悬挂了高

密度中低剂量果蝇诱捕剂瓶，5天1更，

共换3次，效果明显。

“杨梅是裸果，通常是直接食用。

通过诱剂挂瓶避免使用农药，外加优质

的生态资源，让晚稻杨梅更具优势。”邱

立军表示，今年定海 40 多家种植户的

2000株晚稻杨梅均使用了果蝇诱捕剂

瓶，高品质杨梅每公斤售价突破 300

元。

近年来，“定海牌”晚稻杨梅“科技

范”越来越足，杨梅树住进了智能大棚，

杨梅即将进入全自动智能化酿酒项目，

杨梅增值之路越走越宽广。“定海在省

内率先将果蝇诱捕技术规模化应用于

晚稻杨梅，并进行示范推广，为全省杨

梅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浙江

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昆虫科学研

究所教授莫建初表示，未来校地双方将

进一步合作，探索果蝇诱捕剂的精准化

应用，让这项技术助力海岛鲜果走得更

远。

舟山：杨梅树上挂“瓶” 保鲜期延长

“嗡嗡嗡”，随着螺旋桨转动声，一

筐筐挂着晨露的杨梅从海拔 100 多米

的瑞安高楼大京共富基地腾空而起，不

到两分钟，便抵达附近物流基地。分拣

封箱后，坐上冷链快递车，发往全国各

地。

作为保鲜期以小时为单位计算的

娇贵水果，瑞安市高楼镇的杨梅持续突

破运输瓶颈，继 2021 年与顺丰共建物

流矩阵后，今年又引入无人机支线运

输。从枝头采摘到温州同城餐桌仅需2

小时，实现朝采午至。

坐上冷链车和无人机的杨梅，将经

历怎样的旅程？当天，笔者跟着杨梅开

启“极速之旅”。

清晨7时30分，瑞安高楼大京基地

的果农已完成首轮采摘。无人机装载

着饱满的黑炭梅和东魁杨梅，精准降落

在山下的振南杨梅交易中心。

交易中心对面的“当日达”发货点

一派繁忙景象。这里仅限温州同城寄

送。与寻常站点不同，这里的杨梅少了

精美的纸盒包装，贴着快递单的蓝色果

筐正通过“裸装速递”模式发往温州各

地。“没有过度包装的损耗，顾客收到的

就是枝头原味。”顺丰速运龙湖营运站

负责人谷志豪说，温州市区消费者吃到

的杨梅，2小时前可能还挂在树上。目

前该站点日均同城订单超1500公斤。

距离当日达发货点 600 米外的顺

丰速运龙湖营运站，则上演着“全国鲜

递”的接力赛：真空包装机、冰袋填充台

全速运转，专属物流线路确保“今日枝

头鲜，明日全国甜”。梅农何端智的冷

链订单已占其每日销量的九成。

当前，瑞安市高楼镇共有近1.8万

亩梅林，年产量超6655吨，25家合作社

接入智慧物流网络，“无人机+冷链”构

建起立体销售网。瑞安高楼镇副镇长

孙志祥透露：“今年冷链销售占比将突

破50%，带动产业链年产值超亿元。”

温州：杨梅48小时“飞”全国

瑞安高楼杨梅通过冷链物流瑞安高楼杨梅通过冷链物流4848小时发送至全国各地小时发送至全国各地。。 孙凛孙凛 摄摄

“浙”颗梅的“科技范”
六月杨梅红，科技来助力。眼下正是杨梅季，为延长其“锁鲜”时间，味道更鲜甜，浙江各杨梅主产区广泛应用生态栽

培、物联网、低空运输、智慧物流等技术，彰显“浙”颗梅背后的科技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