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魁杨梅 拂过百年荣光
始祖地台州黄岩今开启采摘节

想品尝来自“东魁杨梅始祖
地”的酸甜？今天  :  ，“新民亲
选”直播间，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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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变异“东魁”面世
黄岩栽培杨梅历史悠久，三国时代

的古籍对杨梅就有记载：“杨梅，子如弹

丸，赤色，五月中熟。”然而，黄岩本地的

杨梅，并非生来“大个头”。在新修葺的

东魁杨梅母树文化园的石碑上，将东魁

杨梅的出现解释为“变异”：“东魁杨梅，

系百年杨梅母树实生变异选育而成。”

“杨梅是无性繁殖，一般是嫁接，品

性相对稳定，不易产生变异。”相对于“选

育”的说法，黄茜斌更愿意称之为“意外

的发现”，“树上某个果实发生了变异，掉

落后生根发芽，新生的杨梅树结出的果

子，个头更大，风味更浓，这便是东魁杨

梅母树，那时‘东魁杨梅’尚未命名，大家

用村名称其为‘东岙大杨梅’，或者干脆

因为地头的颜色叫它‘青蒂头大杨梅’。”

1959年，浙江省农业厅开展杨梅种

子资源普查，当时的澄江区农技站和江

口街道一起推荐了“东岙大杨梅”，东魁

杨梅这才出现在世人眼前。而这次的亮

相，也让“东岙大杨梅”和现代著名园艺

学家吴耕民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魁’是1964年由吴耕民先生命

名，‘东’表示原产黄岩东岙，‘魁’为目前

世界上杨梅最大果实。1979年，‘东魁杨

梅’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南方果树学》

教材中。”黄茜斌说。

在自带流量的业界权威“加持”下，

东魁杨梅迅速“火出圈”。40多年来，数

以千万计的东魁杨梅苗木从黄岩调运至

全国各地，栽培面积占全国杨梅栽培面

积的四成，而果形大、色泽艳、风味浓的

东魁杨梅，也受到吃货们的青睐。

在东魁村党总支书记解从波的记忆

里，山间的这棵杨梅树一直都在，因为这

棵树，父亲和吴耕民先生也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吴先生去世前一年，还特地回

到这里看它。”如今，解从波也成了东魁

杨梅母树的守护者。

2018年，东岙村在行政村规模调整

后，正式更名为“东魁村”；2001年，作为

东魁杨梅始祖地，黄岩荣获“中国杨梅之

乡”的称号。

大棚罗幔 防虫防雨
杨梅成熟时，受果蝇危害严重，尤其

是晚熟的东魁杨梅，加上黄岩西部山区

杨梅产区，海拔相对较高，杨梅成熟时间

更晚，每年因果蝇危害带来的损失达30%

以上，个别年份超过50%甚至绝收。一个

好的杨梅品种如何发挥最大经济效益？

果蝇防治成了黄茜斌心里的一桩大事。

“2006年，浙江农业大学教授邀请我

一起参与杨梅果园果蝇田间诱集试验，

探索果蝇发生规律，从而进行防治。”经

过长期的试验，黄茜斌发现，在杨梅采收

前25天左右，果蝇开始从周边环境向杨

梅园迁飞，越接近杨梅成熟，迁入果园的

虫量越大，而一般喷药防治很难取得理

想效果且持效期很短，“接触防虫网后，

我想到了小时候的蚊帐，如果在合适的

时候给杨梅树罩上‘蚊帐’，是不是就可

以起到防治效果？通过成本测算，将防

虫网用在杨梅上在经济上不仅可行，而

且有显著效益。”

2011年，黄岩开始在全区8个乡镇

推广给杨梅树“挂蚊帐”防果蝇的方法，

在杨梅成熟前40天左右，给杨梅树罩上

农用防虫网，远远看去，就像树上挂上一

顶顶蚊帐，山间的幔帐竟多了几分浪漫，

黄茜斌给它们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罗

幔杨梅。

“没有果蝇，不打农药，东魁杨梅的

品质更好，透着清香，首批试验的600株

杨梅树，效果非常好。”黄茜斌的“罗幔杨

梅”很快在黄岩，尤其是西部山区推广开

来，“我们每株给300元补贴，截至去年，

已经补贴了8.2万株，今年又增加了一两

千株。”

防住了果蝇，还要防雨水。“传统防

虫网不防雨，如果在杨梅成熟时连下几

天雨，收成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在“挂蚊

帐”的基础上，黄茜斌又提出了避雨的方

法，“大棚罗幔把防虫网的顶部换成了防

雨的塑料膜，这样既能防虫，又能防雨”。

解从波也是罗幔杨梅的受益者。

“2015年，我在长潭库区种东魁杨梅，400

多棵杨梅树，34棵挂了幔帐，那34棵的

收益比其他所有杨梅树加起来都多。”细

看东魁杨梅母树文化园的设计，树上撑

起的几何形状装饰，正如一顶幔帐的支

架，在杨梅成熟时，便可以挂上防虫网，

造型的同时兼具功能性。

随手从母树上摘下一颗，入口果味

浓厚，唇齿间充满了杨梅独有的清香，而

在解从波的大棚罗幔杨梅园里，东魁杨

梅树上嫁接的白杨梅，透着丝丝粉嫩，酸

酸甜甜，口感更添几分软糯，“水晶东魁”

将为果园带来更高收益。

如今，黄岩杨梅栽培面积达6.1万

亩，总产值近5亿元，其中90%是东魁杨

梅，成为黄岩农业的支柱产业，更是山区

农民增收的重要经济来源。黄岩，也正

在以高品质的罗幔杨梅，捍卫着“东魁杨

梅始祖地”的荣光。

“梅好”黄岩 精彩启幕
东魁杨梅晚熟受山区海拔影响，黄

岩的杨梅采摘节比很多地方晚了些日

子，但属于“东魁杨梅始祖地”的酸甜百

余年来从未缺席。

今年的杨梅采摘节期间，丰富多彩

的活动持续升温，休闲采摘、非遗美食、

乡村旅游……以“杨梅”为媒，业态联动

升级，为黄岩生态共富西部振兴、全面建

设共同富裕区域标杆助力。

即日起至7月15日，全城联动的“好

吃黄岩”城市美食活动，将收纳黄岩城市

各类与杨梅夏日时令特色餐饮、生鲜、甜

品等店铺，形成美食矩阵，打造黄岩东魁

杨梅美食链条；房车、越野车、机车品东

魁游黄岩活动也将同步启动，在东魁杨

梅母树园—长潭交旅杨梅基地—头陀百

丈揽月路线上的各个主要杨梅基地和代

表性观光点，都设置杨梅趣味打卡点，通

过巡游方式串点成线，以线成面，串联中

西部农文旅资源，以巡游促进乡村振兴

和兴农共富。

东魁杨梅对于黄岩人而言，并不单

纯是山间一枚酸甜的“红果子”，历经百

年岁月洗礼，“始祖地”的荣光是黄岩人

想要擦亮的金名片，也是留在山水间的

重要精神财富。如何传承并让东魁杨梅

文化发扬光大？东魁杨梅博览馆是其中

一个重要载体。

作为国内第一座以东魁杨梅产业和

文化为主题的专题性博览馆，东魁杨梅

博览馆主建筑的建设已完工。博览馆位

于东魁母树文化园内，建筑面积约

2100m
2，包括序厅、东魁杨梅种源之谜、

东魁杨梅的传播、东魁杨梅种植技术全

程研究、东魁杨梅的产业发展、杨梅文化

拾英共六个展厅和一个配套空间，建成

后，将充分展示东魁杨梅这个优良品种

的种源优势，同时展现黄岩为全国东魁

杨梅产业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让不

同层次的参观者领略到“东魁杨梅始祖

地”的魅力和东魁杨梅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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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9

年，统计数据显示，4000多万棵
东魁杨梅苗木从黄岩调运到全
国各地，加上民间自行买卖的，
远不止这个数。也就是这40年
间，东魁杨梅快速走出黄岩，在
全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浙江
台州黄岩江口街道东魁村，盘踞
在四面环山的山岙里，气候和土
壤条件，都非常适合杨梅生长，
也就是在这里，百余年历史的东
魁杨梅母树依旧丰产。站在母
树旁，年近六旬的黄岩区果树技
术推广总站站长黄茜斌讲起了
东魁杨梅的故事，过往种种如数
家珍：“要说‘天下东魁出黄岩’，
一点都不夸张。”
天下东魁出黄岩，酸酸甜甜

200年。今天上午，东魁母树文化
园内，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杨
梅产业促进分会2023年会暨黄岩
东魁杨梅采摘节正式启动，“东魁
杨梅始祖地”重焕百年荣光。

■ 黄岩罗幔东魁杨梅 本版摄影 记者 刘歆

本报记者 毛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