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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缑城周刊

“今年第一批桃子 6月 12日开始摘，批发价 8元一
斤。”杨伟平乐呵呵地跟记者说，“知道价格高，但没想
到这么高。”今年的水蜜桃价格完全超出他的预期。

水蜜桃价格的大幅上涨，主要是受政策的影响。
记者了解到，受耕地“非粮化”整治影响，今年，胡陈乡
果类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减少，水蜜桃自然也受到冲击，
种植面积比去年少了三分之一，仅剩10000亩。杨伟平
原本 300多亩的桃园只剩 200亩，预估亩产 3000斤，亩
产值约24000元。

物以稀为贵，今年胡陈水蜜桃批发价飙升到8元每
斤，果品质量高的，甚至卖到 10元每斤，比去年批发价
3元每斤翻了一倍不止。即使这样，今年的水蜜桃还是
不愁卖。采访时，杨伟平就不断接到收购商电话、微
信，奉化的客商预订了 30万斤，舟山、杭州的果蔬市场
预订了70万斤……桃子还在树上，订单已经接在手里。

水蜜桃采摘要考虑桃子成熟状态和天气状况。杨
伟平的桃园预计产量 60万斤。他请了 20多位小工采
摘、打包，每天凌晨4点多下地，到上午10点休息，一天
能摘5000斤左右，但还是供不应求，有些订单排到了7

月底。
“这片地往年是摆满桃子的，摘下来后放两天才卖

完。今年就这么几筐，摘一筐卖一筐，一颗桃子都不会
留过夜。”说起今年的水蜜桃行情，杨伟平一身轻松，黝
黑的脸上，写满了朴实的笑容。没有了库存压力，桃子
销售走俏，这个夏天他能睡个好觉了。

虽然水蜜桃大幅减产，但品质不打折扣，“颜值”也
很高。记者下到桃园看到，树上还有很多没熟的桃子，
地上少见落果。他告诉记者，由于上半年雨水少，所以
落果不多，一棵树用纸袋套 40个桃果，能保留九成，而
且果皮表面几乎没有因淋雨产生的黑斑。种植期和采
摘期多晴朗天气，充分的光照提高了甜度。新鲜摘下
的水蜜桃表皮上有一层绒毛，在太阳光下散发出金色
光泽，果皮绿里透红，散发阵阵果香。

记者从胡陈乡农办了解到，7月 4日开始，胡陈水
蜜桃大批量上市，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品种主要是蜜露，
这也是胡陈种植最广泛的水蜜桃品种，采摘时间从7月
持续到8月中旬。接下来还有东蜜、白丽、日川、金桃等
优质品种。

水蜜桃产量减少
价格超预期

七月鲜桃熟，十里桃飘香。
最近几天，胡陈水蜜桃大量上市，在胡陈乡大赖村，通往水蜜桃种植大户杨伟平桃园的小路上，停了三四辆

车，都是上门收桃子的收购商。桃园一处大棚下，小工们忙着包装刚摘下来的水蜜桃，每装完一筐，过秤，记账，
等在一旁的收购商就搬上车了。“先到先得”、“人等桃”，是今年胡陈水蜜桃的销售状态。

近年来，胡陈乡不断提升水蜜桃品质，大力推进科技增收、市场增收、品牌增收，持续推动水蜜桃产业转型升
级，让水蜜桃成为了当地农民的“致富果”，让“蜜桃”产业更甜蜜。

一颗 变成“甜蜜共富果”水蜜桃水蜜桃
记者 潘璐璐

80后小伙卢学伟是胡陈众多桃农中的一员，他曾
是走出农村的高薪一族，却放弃城市生活，进山当起

“农二代”。
2003年，在胡陈西翁村，卢学伟的父亲种了20亩

水蜜桃。一年四季，桃农们起早贪黑、日晒雨淋，种
出的桃子却只能卖两三元每斤的批发价，一筐30斤的
水蜜桃收购价 100元都不到。看着农民辛辛苦苦种出
来的农产品，没收获相应的价值，卢学伟觉得，自己
应该做点什么，用新技术、新理念，让农民不再为销
售难发愁。

2013年，卢学伟下定决心回到西翁村，跟着父亲
一起当桃农。“那几年，胡陈水蜜桃种植面积的不断
扩大，桃子产量持续增长，单纯地依赖外地客户上门
采购，市场风险将会越来越大。必须学会多条腿走
路，把销售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卢学
伟用一根网线、一台电脑，开了乡里第一家卖水果的
网店，通过网上营销开拓市场。通过开设淘宝专卖
店、微信营销、网友体验、市区团购等活动，全方位
宣传推广，吸引了更多外地消费者了解胡陈水蜜桃、
购买胡陈水蜜桃。胡陈水蜜桃的优良品质加上网络营
销，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

在卢学伟看来，仅仅把桃子卖出去不是他的最终
目标，销售农产品不仅要跑量，还要卖出值当的价
钱。“品质好的桃子可卖到 20元一斤，普通大小的卖
10元一斤，小个头的再便宜点。”他告诉记者，分级
销售才能将效益最大化。

今年水蜜桃上市前，他还开展了一波“预售”活
动：“今年水蜜桃产量低，而且每天在涨价，提前加
购，入股不亏。”截至目前，网络零售平台加上收购
商批发，累计卖出了 3万斤，批发价 10元一斤，精品
果零售25元一斤，5斤的精品装卖到128元。

桃子在卢学伟手上，不管是价格还是销路都广受
市场欢迎，不需要桃农花费太多的精力。今年水蜜桃
品质是历年最佳，自家地里 10几亩桃，根本不够卖，
他卖的大部分桃子是从其他桃农那收购来的。

几年前，卢学伟创立了“桃小七”水蜜桃品牌，
加入了“宁海珍鲜”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他还研发
了具有胡陈特色的新款水蜜桃包装盒、一整套分解包
装流程和保鲜技术，让村里1000多亩水蜜桃翻山越岭
卖到全国各地。经过网络销售、精包装、品牌营销，
胡陈水蜜桃身价翻倍，上百位桃农跟着卢学伟一起赶
上了电商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农二代”回乡创业
“触电”带货

水蜜桃好不好吃，消费者买不买单，归根
到底还是品质说了算。

为推动水蜜桃产业再上台阶，胡陈乡多措
并举推动产业加快发展。每年春夏管理期、蜜
桃挂果期，胡陈乡都会邀请专业农技专家前来
授课，为乡域内桃农开展水蜜桃标准化种植管
理技术培训，提高水蜜桃种植水平，提升树苗
成活率、结果率。除了理论培训，专家们还会
传授实操经验，从桃树管理、桃树栽培技术、
桃树病虫害防治和肥水管理等方面，对桃树种
植管理技术进行讲解，重点对桃树栽培技术要
点、桃树常见病虫害及其防治进行讲解。

前两年，胡陈乡还与县农业农村局、县供
销联社合作，在中堡溪村创建占地面积10亩的
水蜜桃新品种“共富试验田”，引进山东油桃、
上海锦绣黄桃、湖景水蜜桃、日川水蜜桃等 10
余个新品种，并搭建遮雨棚避开极端天气的影
响，使成熟期进一步提前，同时保证果实品质
提升。积极对接收购商、线上线下销售平台，
保障水蜜桃销路与市场。

负责这块“共富试验田”水蜜桃种植的正
是杨伟平。他告诉记者，经过三年的培育，不
断尝试好品种、探索科学的种植管理办法，已
经淘汰了一些口感不佳、果型不佳的品种，新
品种已经能够继承上一代品种的优良性状，更
重要的是，新品种拉长了水蜜桃的成熟期，后
期一经推广，主攻差异化竞争市场，能够有效
地拉开供应季节，抢占水蜜桃消费市场的特早
和特晚市场，从而帮助桃农提升经济效益。

“农业是靠天吃饭的，原先胡陈水蜜桃品种
单一，成熟期集中，且水蜜桃不耐储运，容易
形成销售压力，损坏率比较高，特别是碰到相
对恶劣的天气，对农户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打
击。”杨伟平说。在农技专家和县相关部门助力
下，用科学技术帮助桃农破解水蜜桃的“甜蜜
密码”，致力于选育内外兼修且能延长产期的水
蜜桃新品种。目前，“共富试验田”种植了近
20个品种，不同品种的采收期从 6月中旬横跨
到 9月中旬，整整 3个月。随着桃树进入盛年，
桃子的产量也一年比一年高。今年夏天，第一
批产自“共富试验田”的水蜜桃将在近期初次
亮相。

“共富试验田”
推动水蜜桃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