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月杨梅红满
山，在经过几天雨水
的蛰伏后，久违的阳
光给黄岩东魁杨梅
口感的跃升创造了
难得的“窗口期”，只
需几天，这里的东魁
杨梅就会陆续进入
最佳品尝期。
从初识良种到

誉满天下，从种苗
传播到技艺推广，
从模式创新到产业发
展……对于橘乡黄
岩，东魁杨梅是另
一张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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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毛丽君

体验 山水间感受自然
随着暑期开启，各地出现亲子游、研

学游热潮，对偏爱原生态山水的上海游

客来说，台州很多地标都备受青睐。“梅”

好时节去黄岩，会遇见怎样的美好？

海拔1295米的大寺基林场，地处

上郑乡，是台州市第三高峰，黄岩最高

峰，黄岩母亲河永宁江和永嘉的楠溪

江均发源于此，居高远眺皆是层层叠

叠的山峰，尽显原生态的品位风格和

大气之美；同样位于上郑乡的黄岩大

瀑布，是浙南罕见的天然瀑布群，景区

内溪水蜿蜒、彩石遍布，山间飞瀑流

泉、茂林修竹，50—100米大小瀑布遍

布，悬瀑、跌水集中，其中恩坑瀑总落

差达130米，最宽可达30米左右，雨量

大时，瀑布直冲而下，气势雄伟；位于

富山乡海拔800余米，占地1500亩的

富山大裂谷，是6000万年前花岗斑岩

山体崩塌形成的现代冰缘地貌，也是

目前华东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清晰

的山崩地裂地质遗迹，景区内常年云

雾缭绕、涧水长流……避暑休闲，寻宝

探奇，选择颇丰。

屿头乡布袋坑村，是一处深藏大

山重重叠翠里的美丽小村庄，流水、

古桥、窄巷、木屋、石墙、梯田、竹林，

极具古朴风韵，呈现给人们一幅幅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画；宁溪镇乌岩

头村，一个被誉为“世外桃源”的国家

级传统村落，这里古迹众多，保留有大

规模的清代古建筑群，最老的房子有

近300年的历史，保存相对较好的几

座大四合院和村前古老的石拱桥交相

辉映，形成了黄岩西部难得一见的古

村景致……这些古村落，古朴却惊艳，

在岁月的长河里定格了往日的时光。

这里的古村落，是蕴含生机的。

村里漫步，石头墙、青灰瓦、竹篱笆、红

灯笼随处可见，一株株古树郁郁葱葱，

潺潺的水声伴着清脆的鸟鸣，夹杂着

游人嬉戏、玩耍的笑声，若得闲，哪怕

只是坐在石头上发呆，也有“行至水穷

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境。

远离城市的喧嚣，带着孩子，隐于

古村落，背上背篓，行走山水间，感受

自然、探索自然，体验当地的风土人

情。孩子们可以在清澈的河水里尽情

嬉戏，打水仗、划桨板、变身“水上造船

师”……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尽情

释放活力，探索神奇自然力量的奥秘，

开启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探险 野趣里追逐自由
上周末，杨子江带领着他的几位

摩友开启了一场追风之旅。“黄岩有很

多种玩法，对于机车爱好者来说，环长

潭水库是一条不错的骑行路线。”

位于台州西部的长潭水库，被称

为台州“大水缸”，作为台州主城区及

温岭、玉环等地的主要供水水源，它保

障着300多万名市民和数万家企业的

用水。水库四周重峦叠嶂，水面碧波

浩瀚，晴时水光潋滟，雨时山色空蒙，

景色宜人，备受骑行爱好者追捧。

长潭水库是台州人自己的“洱

海”，28米高的大坝可以俯瞰整个水库

的壮观景色；自然资源优越的湖心岛，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最佳样本；上

垟乡的水杉林、沿途的咖啡馆都是网

红打卡点……不论是徒步探险，还是

自行车、机车骑行，抑或是自驾、房车

出游，长潭的美景不会辜负任何人。

结束骑行，杨子江和摩友的车队停

靠在了位于头陀镇的百丈揽月营地。

观景台上，黄岩的全貌一览无余，蓝天

白云下，天幕撑起了一片又一片欢声笑

语。提前预约的乐队在晚风起时，用歌

声撩动着一颗颗追逐自由的心。“我们

车队的平均年龄已经40多岁了，到了

这个年纪，骑车想要的不再是速度和激

情，而是休闲和自由。”杨子江说，机车

对于他的意义，更像是一个亲密无间的

出行队友，带着他奔赴向往的地方，“说

不定，我只是想去喝个咖啡，坐在咖啡

馆里，看人群来来往往”。

百丈的夜晚，是属于篝火和星空

的。随着时间的流淌，日落月升，与亲

朋围坐在烧烤架旁，一边等待着美食，

一边看星河璀璨。宁静如诗的夜晚，

满天繁星犹如闪烁的梦境，让人卸下

所有的束缚，感受着山间的自由畅快。

当然，在黄岩看星星，摘星谷是

首选。周边目视仰视20度以上没有

高山阻挡，星光之夜，望远镜里星辰

触手可及，相机记录下的瞬间，每次

按下快门都是对星空的迷恋，回荡在

寂静的山谷里，更像天籁；平田乡天

空之城的夜也不容错过，没有高耸的

大楼，也没有繁复的瓦当，只有群山

和湖泊，每当夜幕降临，星星们闪烁

着耀眼的光芒，犹如无数颗璀璨的钻

石镶嵌在夜空中……

黄岩的夏季，有很多打开方式，或

赴一场自然山水之约，或开启一段探

索冒险之旅，趁“梅”好，去黄岩，更是

为旅途增添了一份专属的酸甜，回味

久久。

溯源 始祖地发现“梅”好
“灵树深藏，奇珍应是仙家种。瑞

迎纱笼，修得骊珠梦。”东魁杨梅的故

事，必须从黄岩说起。

1959年，东魁杨梅在原黄岩县东

岙村（今黄岩江口街道东魁村）被发
现，邑人称其为“东岙大杨梅”或“东岙

巨梅”。因其果实硕大、甘甜多汁、风

味浓郁并高产等诸多优点，深受业界

关注，被我国现代园艺学奠基人吴耕

民先生命名为“东魁杨梅”。

1992年，黄岩东魁杨梅获得良种

认定，从此国内杨梅产区迎来了东魁

杨梅“八方引种，万里移栽”的高潮，至

今已经成为全国杨梅栽培面积最大的

品种，约占栽培总面积的50%。从上

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4000多万株开

具了检疫证的东魁杨梅苗木从黄岩调

运到四川、广西、云南等省份。2021年

6月，浙江省农科院通过基因测序证明

国内东魁杨梅均出自江口街道东魁村

的母树，这也给了“天下东魁出黄岩”

十足的底气。

作为东魁杨梅的始祖地、全国唯

一的“中国优质杨梅之乡”，目前，黄

岩区杨梅种植面积6.1万亩，在90%

乡镇（街道）均有分布，年产量4.4万

吨，产值5亿元。相较于国内其他杨

梅产区，受地势海拔等因素影响，黄

岩东魁杨梅相对晚熟，加上高山杨

梅，黄岩的杨梅季一般可持续至7月

中下旬。

杨梅成熟时，受果蝇危害严重，晚

熟的东魁杨梅更甚，这不仅影响杨梅

的口感，还严重影响果农的收成。出

于果蝇防治的需求，黄岩率先创新引

入“罗幔”，即在杨梅成熟前40天左右，

给杨梅树罩上农用防虫网，远远看去，

就像树上挂上了一顶顶蚊帐。没有果

蝇，不打农药，“罗幔杨梅”的试水，大

大提高了果农的收益，也成就了黄岩

漫山罗幔的风景线。

在黄岩，创新还在继续。东魁村

里，180多年树龄的东魁杨梅母树依旧

丰产。东魁杨梅母树文化园内，完成

基本展陈的东魁杨梅博览馆投入试运

营，从初识良种到誉满天下，从种苗传

播到技艺推广，从模式创新到产业发

展，全方位展示东魁杨梅的历史渊

源。一旁的大树移栽速生丰产示范园

内，原先散落在山岙里的杨梅树，被移

栽到温湿可控的大棚里，新的土壤、

栽培技术在这里开启了落地应用的

探索……黄岩东魁杨梅始祖地品牌

持续擦亮。在这里，不仅能体验杨

梅采摘的乐趣，品尝正宗东魁杨梅

的鲜美，还能开启一段探寻东魁杨梅

“前世今生”的奇妙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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