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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再行）“初夏
微风起，枇杷正当熟”。这段时间，我
区多地枇杷相继成熟，记者在大洞河
乡幸福村梯子坎组枇杷种植基地看
到，一串串金黄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果
农们穿梭在枇杷树间，灵巧又精准地
挑选出成熟的果实，小小枇杷已经成
为助农增收的“黄金果”。

据悉，近年来，大洞河乡幸福村
积 极 发 展 乡 村 致 富 产 业 ，引 进 了 一
批 优 质 的 种 植 产 业 ，枇 杷 种 植 产 业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目 前 ，幸 福 村 有 枇
杷 100 余 亩 ，品 种 主 要 为 大 五 星 ，个
大 色 鲜 ，肉 质 细 嫩 。 幸 福 村 海 拔 在
600 米 左 右 ，当 我 区 低 海 拔 乡 镇（街
道）的枇杷采摘已经接近尾声时，这
里的枇杷才刚成熟，错季上市，销路
和产值更优。

“我们果园的枇杷采摘期可以持续
到 6 月上旬，不只是错季，由于高海拔
地区温差大、光照强，有利于植物糖分
吸收，这里种植的枇杷更甜。”幸福村
枇杷种植户赵兴容表示。

除了大洞河乡，在我区芙蓉街道、
羊角街道、白马镇、江口镇等乡镇（街
道）都栽种有枇杷树。

近段时间，开车沿国道 319 线羊角

街道段前行，随处可见漫山遍野挂满
金黄色果实的枇杷树。据了解，近年
来，羊角街道根据村情和市场需求，采
取“村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模式，将枇杷产业发展成为该街
道推动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富
民产业。目前，羊角街道已在鹅岭村、
青春村、关滩村、田湾村发展枇杷种植
约 8000 亩。其中，挂果面积约 3000 亩，
产量近 600 万斤，实现产值约 1500 万
元。枇杷主要品种有大五星和白玉枇
杷，预计 2025 年枇杷实现全部挂果。
届时，将带动 4000 多户农户实现增收
致富。

“我家有 7 亩枇杷林，今年街道农
服中心和村合作社一起到枇杷林实地
指导我们怎么施肥、剪枝、疏果，用科
学的管护技术来种枇杷，效果非常明
显，今年成熟的枇杷又大又圆，品质那
是不用说，咬上一口绝对甜。”该街道
鹅岭村果农姜顺洲告诉记者。

“目前，枇杷已成为我区部分乡镇
（街道）的特色水果产业，低海拔区域
枇杷从 4 月中下旬开始成熟，高海拔区
域枇杷可销售至 6 月上旬，枇杷产业真
正成了当地群众致富的香饽饽。”区农
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小小枇杷成村民增收“黄金果”

1.园地选择
枇杷喜空气湿润、水分充沛、光照充

足又不是太强烈的环境。园地应选南向
和东南向平缓山坡，无冻害地区北坡也
适宜。若在平地栽培则要防积水烂根，
种前要起墩或挖深沟，做好排水工作。
枇杷种植土壤以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
沃、富含有机质的砾质土壤为佳。

2.种植
枇杷种植株行距一般为 3 米×3.5

米，亩栽 64 株，平地宜稀植，株行距为 3
米×4米，亩栽56株。

枇杷在春、秋两季均可种植，春季
种植在春梢萌动以前，即 12 月至翌年 2
月种植较好；春梢充实后夏梢萌发前，
即 3—4 月也可种植。秋季一般在 10 月
份种植。缺少水源的山地，以春季种植
为宜。种植苗应剪去部分叶片、嫩枝，
以减少水分蒸发。

3.水肥管理
枇杷忌园地积水，尤其果实成熟

期，若雨水过多则易引起裂果、烂果，应
及时排水。如果过分干燥、日晒强烈，
则容易使果实灼伤，此时应灌水或喷
水。夏季适当干旱有利于花芽分化。
而秋、冬季干旱则易引起落叶，影响树
势，花穗变小，开花提早，应注意灌水或
覆盖树盘保湿。

枇杷的枝梢一年有 4 次抽梢高峰，
以春、夏、秋三次梢为主，夏梢和春梢是
主要结果母枝，故培养优良夏梢和春梢

是丰产的关键，因此成年果园每年施 3
次肥即可。第一次施春梢肥，于 2 月上
中旬施入,此时根系处于一次生长高峰，
便于养分吸收，施肥能促发春梢和增大
果实。第二次施夏梢肥，在 5 月中旬至
6 月上旬采果后施入,此时正值根系第
二次生长高峰，主要促发夏梢，并促进
7—8 月的花芽分化。第三次施秋肥，多
在 9 月至 10 月上旬，抽穗后至开花前施
用,主要促进开花良好，提高坐果，增加
防寒、越冬能力。

4.疏花疏果
枇杷花多果多，疏花、疏果可以减

少养分消耗，调整营养枝和花穗枝比
例，利于年年丰产、增大果实，提高果实
品质，成熟期一致。

枇杷疏花穗时间一般以花穗明显
可见，但尚未开花时进行疏花适宜，若
疏花过早，则易发生 2 次花穗，需再疏 1
次，冬季有冻害的地区，可于春季疏果
时一并进行，疏花时，应多留抽穗早的
中心枝上的花穗，少留抽穗迟的扩展枝
上的花穗，使果实成熟期一致。

枇杷疏果时间通常应在花序残花
落尽、幼果蚕豆大小时进行。有冻害的
地区应在能识别寒冻果时为妥，疏果
时，选留大小一致且处于果穗中段的幼
果，果与果之间不宜拥挤，也不能枝梢
相碰，尽量留躲在叶丛中的果实，可防
日灼病，便于套袋和采收。

（张再行 整理）

枇杷的种植及管理技术

这段时间，白马镇沙台村返乡创业青年刘林
海有些忙，刚忙完枇杷采摘、销售的他要赶在探
亲假结束前完成自家地里50亩枇杷树的修枝，让
枇杷树提早进入花芽分化期，确保来年实现大丰
收。

如今，这已是刘林海返乡创业的第 7 年。当
同龄人都走出去时，刘林海从城市回到农村，从
一个曾经的门外汉到如今的“新农人”，引进新技
术、新理念，在家乡广阔的土地上大展拳脚，闯出
了一条荒山变果园的致富之路。

怀揣梦想 回乡创业
刘林海是土生土长的沙台村人，2012 年大学

毕业后，刘林海到了重庆工作，尽管平时的工作
有些辛苦，但刘林海一直没有忘记从小怀揣的创
业梦想。2016年，刘林海决定：回家创业搞产业!

创业搞产业，搞什么产业才能有发展？
早年，白马镇沙台村有一个枇杷苗种场，当

时还是小学生的刘林海就到苗种场学过枇杷嫁
接，加之了解到枇杷播种后管理得当的话，3 年可
少量的挂果，10 年进入盛果期，20 到 40 年为结果
盛期，经济寿命有 30-70 年，且沙台村有适宜枇
杷种植的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条件，刘林海决
定种植枇杷。

创业之路总是布满了荆棘。夜深人静时，躺
在床上的刘林海想着种植枇杷的土地租金、枇杷
苗子、种植技术等等问题，让他辗转反侧，难以入
睡。没启动资金，刘林海就果断卖掉了自己在重
庆刚买不久的房子；担心后期投入资金没来源，
他不敢辞掉工作，只能重庆武隆两头跑，那时的
他真希望自己能有几个分身。“也有人曾叫我放
弃，可我咬紧牙关，反复告诫自己，无论多难都绝

不退缩。”

苦学技术 提升质量
“疏果不如疏花，要先将这些花疏掉，才能保

障枇杷的整体质量。”刘林海一手扶着枇杷树，一
手掐掉几个刚鼓起的花苞，会计专业毕业的他，
现在说起枇杷种植技术来头头是道。这背后，他
可下了不少功夫。

“都知枇杷甜，不知背后苦”。枇杷种植条件
苛刻，技术要求高，要在全新的领域干一番事业，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真正把枇杷苗种进
地里后，刘林海才明白，小时候学习的那一点嫁
接技术只能算是皮毛，为此他也走了不少弯路。

2016 年底，刘林海栽种下的第一批枇杷树长
势较差，甚至有部分日渐萎靡、死去。“用了很多
方法，都不管用，刚开始就死了一批。”刘林海说，
这时他才意识到了种植技术的重要性，因为经历
了经验不足、管理不善等问题，在枇杷种下去的
头几年里，刘林海并没有通过枇杷实现他的“致
富梦”。

但刘林海没有因为挫折就放弃，反而激起了
他骨子里的“倔强”。工作之余，一有时间他就到
处跑进书海里学习枇杷种植技术，买书籍、找课
件，甚至亲自前往其他发展得好的枇杷种植园向
园主请教，逐步完善自身的种植技术。

带动群众 共同致富
“2016年，我承包了村里的50亩地种枇杷，枇

杷树正式栽种后，村里的其他人也跟着我做，现
在种植发展起来了，我也带动了周边父老乡亲学
习枇杷种植技术，给他们增加收入。”刘林海告诉
记者。

“从 2016 年决定回乡种植枇杷以来，我已经
投入了130多万元。”刘林海告诉记者。为了继续
完成自己的创业梦想，2017 年，刘林海离开重庆，
选择到工资收入更高的广州上班。家里的 50 亩
枇杷，他交到了父亲和表哥的手里，自己则当起
了远程技术顾问。可每年雷打不动的枇杷丰收
时节，他都会请上几天的探亲假，在看望父亲的
同时，回家帮忙管理管理枇杷。

站在山头，放眼望去，连片的枇杷郁郁葱葱，
金黄的枇杷果挂满枝头。“今年我还要不断加强
种植管理，提升果品品质。”刘林海计划着，“明年
我的这一片枇杷就能有近 6 万斤的产量，能实现
收入 20 万元。”看着眼前连片的枇杷树，刘林海
的语气充满自豪。

“目前，我的枇杷除了本地销售外，还销往彭
水、黔江两个区县，过几年枇杷树全部丰产后，产
量能达到10万斤左右，到时候我想把枇杷卖到更
远更大的地方。”

枇杷很小，但是刘林海的梦想很大，而现在
他也不再认为这只是梦想，因为他正脚踏实地，
一步步地去实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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