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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黄岩，红果压枝，

“梅”香正浓。66月2020日，以“天
下东魁出黄岩 酸酸甜甜200200
年”为主题的中国农业技术推广

协会20252025科技下乡暨黄岩东魁
杨梅季系列活动盛大启幕。作

为东魁杨梅的始祖地，这颗曾经

深藏山岙的“红宝石”，正以“长

潭湖”之名，开启品种保护、品质

提升、品牌打造的新探索，书写

乡村振兴的共富新篇。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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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行业盛会
浙江台州黄岩栽培杨梅历史悠久，三

国时期的古籍对杨梅就有记载。然而，黄
岩本地的杨梅，并非生来“大个头”。在东
魁杨梅母树文化园的石碑上，有这样的描
述：“东魁杨梅，系百年杨梅母树实生变异
选育而成。”

1959年，这棵“变异”的杨梅母树在彼
时的黄岩县东岙村被发现，因其果实硕
大、甘甜多汁、风味浓郁并高产等诸多优
点，深受业界的关注，我国现代园艺学奠
基人吴耕民先生将其命名为“东魁杨梅”。

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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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开启了“八方引种，万里移栽”的
狂潮。

2021年6月，浙江省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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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祖地”的认证既是
荣光更是责任，一代代梅

农如何持续擦亮这
张金名片？黄岩，
从未懈怠。
作为东魁杨

梅的始祖地，一
年一度的杨梅季
自然是业内许多
“大咖”的重点关
注节点。一年又一

年，一次又一次，业内权威专家
受邀参会，为的正是博采众长，让黄岩东
魁杨梅香飘更远。

活动现场，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
针对东魁杨梅凋萎病全生育期防治技术、
东魁肉葱病发病机制、东魁连坐障碍解决
方案等业内普遍关注的难题，发布揭榜挂
帅研究成果；杨梅产业发展学术报告上，
来自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省农
科院的专家学者从杨梅种质资源、基因研
究和病害防控技术三个维度展开报告，为
杨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在专家观点交汇碰撞的同时，一场属
于黄岩东魁杨梅的盛会也已启动。黄岩
东魁杨梅采摘游路线发布、“杨帆共富梅
好相约”药山杨梅欢乐跑、“江来小匠”亲
子研学活动……一系列特色活动，辐射带
动休闲采摘、非遗美食、乡村旅游等业态
联动升级，开启了黄岩的夏日“梅”好之旅。
“天下东魁出黄岩，酸酸甜甜200年；

黄岩东魁闯天下，红红火火500年。”感受
到东魁杨梅里承载着黄岩人民的似火热
情，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会长陈生斗为
活动送上了诚挚的祝福。

无论是200年还是500年，东魁杨梅
的故事都将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更新。

四个创业故事
故事一般都是这样开始的。
“我是‘新农民’丁雄杰，1978年的，在‘杨

梅人’里面我是个新人。”以“新梅农”自居的
丁雄杰当过兵、抗过洪，如今一头扎进黄岩的
大山，开启了种杨梅的日子。丁雄杰说，他种
杨梅十多年，最骄傲的事是把杨梅卖进了“新
荣记”，这个中餐界的米其林“天花板”，成为
他种的杨梅的“品质担当”。
“我们现在种植的杨梅，基本上都是罗幔

杨梅和大棚杨梅，在解决杨梅一些自然灾害
的同时，增加了我们的收入。”在丁雄杰看来，
杨梅的品质、品牌是最大的特色，而这也正是
他后续将“加大投入好好去做的”。“有机会的
话，欢迎到我农场来。”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兴

梅苗木的创始人李朱远，‘兴梅’不是我老婆
的名字，也不是我爸爸的名字，是兴旺杨梅
的‘兴梅’。”在极具网感的介绍里，一个电商
“主播”登台。在80后“新农人”李朱远的记
忆里，“东魁杨梅”四个字，是凌晨两三点骑
着三轮车，跟在爸妈身后，从院桥赶到江口
的叫卖。一颗一颗的零售，让他感受到传统
销售模式的艰辛，“毕业后，我借助电商自己
摸索学习，慢慢把我们的杨梅、苗木向全国
各地推广”。
苗木销售金额达四五千万元、各平台矩

阵粉丝总量达50万，李朱远一步一步走出了
一条带着村民致富的路。“衷心感谢我们的母
树，给我们如此美好口感的杨梅。我想说，买
苗木选兴梅，吃杨梅选东魁，吃东魁，不要忘
记黄岩的‘祖梅’。”猝不及防的一句“广告”，
说到了黄岩人的心坎上。
黄岩是“中国模具之都”，一直从事模塑

模具行业的章慧玲人到中年改了赛道，仅仅
是因为四年前的某一天在西湖游玩，突然得
到了启发：“黄岩是一座甜了千年的城，值得
拥有本土文化文创产品。”一念起，便一发不
可收拾。红糖、姜糖、姜炒米、姜片……多种
系列的伴手礼，将章慧玲的初心和情怀都融
在了里面。
至于杨梅，源头直采的新鲜东魁杨梅，变

成了更易储存和运输的杨梅酒、杨梅汁、杨梅
干、杨梅茶，成为黄岩“微微醺”“微微甜”“微
微酸”“微微炫”的代言，延续着东魁杨梅始祖
地的优势，传承着酸酸甜甜200年的故事。
江口街道东魁村党总支书记解从波，也

是黄岩东波果业合作社负责人，江口街道正
是东魁杨梅母树所在地，一辈子都和杨梅结
下不解之缘的他，用非常简朴的话，分享了他
的故事和想法。“品牌要走出去宣传，品质要
请进来指导，销售要努力抱团。”他说，“我们
不仅要种好，更要宣传好、传递好东魁文化。”
在“红果子”变成“金果子”的路上，解从

波给出了自己的关键词：抱团、宣传，只有这
样，东魁杨梅才能成为改变黄岩人生活的“甜
果子”。

全域“抱团”发力
作为黄岩的地标，生态环境优异的长潭

水库，是全台州半数人的水缸。“好水养好
味”，长潭水库周边的乡镇丰产优质的农产
品，但库区上游占全区面积近一半的西部六
乡一镇农产品，因品牌缺失、渠道不畅等问
题，长期面临“优质难优价”的发展困境。绿
水青山如何转变成金山银山，对于黄岩西部
来说，就是摆在面前最现实的话题。
众人拾柴火焰高，“抱团”才有出路，这

一点和解从波的观点不谋而合。经前期筹
备，今年5月1日，一个以“长潭湖”命名的共
富“菜篮子”区域公共品牌在活动现场发布。
长潭湖共富“菜篮子”项目以股权为纽

带，以共富为目标。通过黄岩城发集团这个
国企平台，与西部六乡一镇82个村合资成
立共富公司，实现长潭湖畔生态资源与农业
禀赋的整合和市场化运作，构建起集生态种
养、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农旅融合于一体的
全链条共富生态体系，让村集体和低收入农
户在“租金+股金+薪金”的利益联结机制里，
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项目聚焦品质、品控、品牌三大核心，采

用“线下门店+线上商城”形式，重点推广黄
岩当地的优质农特产品。宁溪豆腐、上郑土
鸡蛋、茅畲黄瓜、屿头馒头……120余种黄岩
西部特色农产品，依托全周期品控溯源系
统，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保障品质；同
时，“统一供种、全程溯源、保底收购”机制，
将在西部山区打造“林禽共生”生态链与助
农惠农“共富链”。
“‘长潭湖’东魁杨梅作为当季重点产品

获市场初步认可，成为本地黑珍珠餐厅独家
直供合作商，杨梅首场专售创下7天10万元
的佳绩。”城发集团董事长陈智迪心里有一
本账，每个数字都清清楚楚，长潭湖共富“菜
篮子”项目实施以来，50天累计实现营收达
160万元，日均3.3万元；首批精准帮扶的15
户低收入农户，户均增收约500元。“今年，预
计帮扶范围将扩大至126户，户均增收可达
约1300元，全年预计可实现营收500万元。”
与此同时，黄岩另一国有企业永宁产投

集团通过“新民亲选”线上平台销售的杨梅
订单，这两天正大批量发往上海、长三角地
区乃至全国各地。
在位于澄江街道的标准化分选中心，精

准到0.1克的分级系统，确保每颗杨梅个头
匀称；果实挨个嵌入防震盒，外层再裹上食
品级透气膜；完成包装的杨梅箱暂时被整齐
码放在恒温区，通过航空冷链运输，让黄岩
东魁杨梅能在48小时内“鲜”抵舌尖。
如今，为了写好共富这篇“大文章”，两

大国企携手开启了新的战略合作。主题宣
传、线下活动、直播带货……形式不拘一格，
品质和品牌两手抓，合力让黄岩更多名特优
农副产品，打破地域限制，从深山“突围”，走
向更广阔的市场。

一颗东魁杨梅的
“百年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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