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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经济

5月是收获的季节。金沙江畔，金灿
灿的枇杷缀满枝头。历经 20年的发展，
这些“黄金果”正带领永善果农奔向甜蜜
的幸福生活。

规划引领：沿江打造10万亩枇杷

初夏时节，黄华镇金寨村青杠自然
村的枇杷已经成熟。果农们忙碌采收，
每天都有满车的枇杷从大永高速公路运
往全国各地。3月以来，永善县金沙江沿
岸的枇杷园里，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果
香四溢，随处可见果农采摘的繁忙景象。

“一天一车，两天两夜就运到北京。”
来自河北省保定市的枇杷收购商任增
安，2024 年在永善县收购枇杷 300 吨。
今年，他在黄华镇朝阳社区青杠二组，租
下杨彬家一楼的 3 间房作为仓库，十几
名工人在里面分拣、包装枇杷。

“每小时 15 元，有时早晨 6 点就开
工，两个月能挣 1 万元。”村民周再珍告
诉笔者，她已经连续工作了20天。

“肖敏，请记账，58.5公斤，加上今天
总共 1.18万元。”院坝里，果农杨江把摩
托车上的两桶枇杷放在秤上称重。他家
的 6亩枇杷已挂果 4年，今年预计收入 5
万元。

青杠二组小组长张高松在门前搭起
遮阳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装枇杷。“青
杠片区从 2003年开始种植枇杷，2018年
大面积推广。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枇杷
出售。”张高松介绍道。

5月17日，天刚亮，果农陈发美就提
着果篮在果园里采摘枇杷。作为朝阳社
区第一批“大五星”枇杷种植户，凭着多
年的管护经验，她家的 20亩枇杷年收入
高达 20 万元。丈夫张高勇平时在外做
装修工作，而她已经成为当地小有名气
的枇杷标准化种植示范户。

“喂，你要多少件？大果每件 120
元，精品果每件 168元。”当天，陈发美刚
把 13件枇杷交到客户手中，又接到卡哈
洛金沙江大桥建设项目部 30 件精品果
的订单。她说：“枇杷的品质关键在于日
常管护，精品果多，回头客才多，收益自
然可观。”电商渠道开通后，她家的枇杷
销售量逐年增加。

从黄华社区万家岩一直到朝阳社区
青杠、凤凰一带的 6000多亩枇杷进入采
收期，许多外地游客和周边群众携家带
口，大家挎着篮子、提着桶进入果园体验
采摘的乐趣，度过愉快的周末。

据悉，黄华镇已建成青杠、小田、刘

家湾等10个枇杷示范园，种植面积达2.2
万亩，其中挂果 6000 亩，综合产值突破
7000万元。大永高速公路通车后，黄华
镇交通优势更加凸显。随着物流中心建
设的推进、卡哈洛金沙江大桥的贯通，永
善枇杷将从黄华镇进入川渝市场。

“以中坝示范基地为核心，下坝、半
坡、大水、松林、营盘、撮鱼等村民小组正
推进枇杷种植，做到应种尽种、能种尽
种。”码口镇相关负责人说。

黄华镇、码口镇的发展，正是永善县
枇杷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永善县坚持规划引领，锚
定“全国枇杷第一县”目标，按照规模化、
专业化、标准化的发展思路，不断调整产
业结构，强化技术服务，扶持培育龙头企
业，发动群众规范化种植，集中连片高标
准建成码口镇、大兴镇、黄华镇、永兴街道
4个万亩枇杷连片基地，以及务基镇、团
结乡、桧溪镇等6个千亩枇杷示范园。

深耕提质：助力果农增收致富

产业兴则农村兴，农村兴则国家
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政
策，做好“土特产”文章。

近年来，永善县依托资源禀赋，抓住
国家科技特派团挂钩帮扶机遇，组建“曾
云流枇杷专家工作站”，制定完善枇杷管
护月历、栽培技术规程，推广普及枇杷修
剪、疏花疏果、套袋、水肥管理等标准化
技术。统筹整合资金 3500万元，实施枇
杷产业发展管护提质、销售提效、标准统
一、人才培育等“十大行动”计划。大力
扶持枇杷种植大户，培育枇杷管护队伍
和乡土人才，组织开展“善果工匠”枇杷
生产技术技能比赛，推动枇杷产业高质
量发展。

永善县枇杷种植历史悠久，码口镇
码口社区中坝村的“枇杷王”古树，树龄
超过 300 年。早在 1999 年，永善县就开
始推广种植“大五星”枇杷。

大兴镇位于北纬 27°，三分之一以
上区域属金沙江干热河谷区，年平均气
温 15℃，年日照时数超过 2850 个小时。
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为枇杷提供了适
宜的生长环境，产出的枇杷果实饱满、
口感清甜。

“大枝拉下垂，中枝要拉平，小枝不
用动，回缩矮化两层保通风。”这句顺口
溜常挂在大兴镇老街社区回龙自然村枇
杷管理“土专家”吴安才的嘴边。

吴安才从 2010 年开始种植枇杷，
2019年成立永善回龙食尚专业合作社。
在永善县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他开展
育肥对比试验，致力于提升果农收益。

“众人拾柴火焰高！互相帮助，合
作共赢。大家一起干，搬山山倒、填海
海平。”2023 年 4 月，大兴镇党委、政府
立足实际，创新整合回龙食尚、千步梯、
密尔爽等 8 家专业合作社资源，成立联
合社。从此，429 户枇杷种植户变成股
东，土地变资产、资金变股金。联合社
枇杷种植面积达 2600 亩，年产量超过
2000吨。

联合社大力推广“双网双套”技术，
通过每枝留 3—4个果实，提高枇杷优果
占比，实现亩产大幅增长。“大五星”枇杷
和优质贵妃枇杷先后在央视CCTV-13

《新闻直播间》“周末去哪儿”、CCTV–
17《中国三农报道》栏目亮相。

联合社成立后，实现资源共享与统
一管护，枇杷品质更加稳定。从“合作
社”到“联合社”，果农告别“单打独斗”，
枇杷市场销售的议价权、主动权也牢牢
地掌握在合作社手里。通过集体完成订
单，枇杷价格保持高位，果农收入稳定增
长，探索出了一条“党支部引领+联合发
展”的产业振兴新路径。

“永兴街道玉笋村枇杷种植大户刘兴
江家的‘大五星’枇杷亩产值达3万元，这
是枇杷种植管理到位、销售渠道畅通的体
现。”在第十二届全国枇杷学术研讨会暨
永善县枇杷产业发展座谈会上，中国园艺
学会枇杷分会会长梁国鲁这样评价。

在永善县乌蒙金沙农业开发投资
有限公司的明子村枇杷科技试验园里，
白色的防虫网下，一排排枇杷树在科技
大棚中悄然生长。园内采用的弥雾系
统运用高压雾化技术，实现定时、定量
打药和一体化施肥管理，有效减少枇杷
受太阳灼伤和病虫害影响。温度、湿度
一键调控，只需轻轻一按，5分钟即可完
成喷施。

“累计培训果农 2 万人次，疏果率、
套袋率均提升 20%，优果率达 50%。今
年‘五一’期间，体验采摘游客人数突破
5.3万人次。”永善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
责人介绍，永善县独特的立体气候使不
同乡镇的枇杷错峰上市，采摘期长达 3
个月。

永善枇杷果大肉厚、汁多味甜，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达 17%，广受市场青
睐。2021年，“永善枇杷”获得国家地理
标志认证；2022 年，获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称号。华垦、兴乐等新型经营主体
打造的 10个枇杷“绿色食品牌”，获得云
南省“绿色云品”、昭通市“十大区域公
用品牌”等称号。

目前，永善县枇杷种植面积达 10万
亩，其中挂果6万亩，年产量6万吨，实现
产值7.2亿元。

乌蒙金沙，佳果天成。如今，永善枇
杷已从零星种植的传统小农经济蜕变为
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产业
发展模式。枇杷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
业，沿金沙江 175公里岸线已成为“黄金
走廊”。

枇杷铺筑的“黄金走廊”

她做过餐厅服务员，为了帮助乡亲销售
枇杷，选择进入物流行业。她每天带领一班
人马，围着包裹忙碌，只为赢得客户的好评。

“这点要求大家必须坚持——每一单都
要让客户百分百满意！”午后，趁着员工休息
的间隙，永善云巅土特产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兰星正在给员工做动员，明确拣果、
选果的标准。

“坏果、小果要拣出来，每一箱枇杷都要
认真对待，一层一层轻轻摆放，保证品质。”
自从进入物流行业，兰星一直保持着“零投
诉”的记录，成为行业中的一匹黑马。

“认定一件事，就要做到底。”兰星出生
于永善县永兴街道玉笋村大石包村民小
组。2014年，她与同村的黄兴兵一起外出务
工，两人彼此扶持、相知相爱。吃苦耐劳的
精神，正是她在攀枝花打工4年锻炼出来的。

“玉笋枇杷很好吃，却卖不出去，乡亲们
一年到头也没挣几个钱。”2018年，兰星家的
枇杷丰收，但由于交通闭塞，枇杷无人收购。

“5 公斤装，每件 288 元。”第二年，枇杷
成熟后，兰星和开网店的朋友合作，把自家
的枇杷放在网上销售。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200多件枇杷很快销售一空。新疆、内蒙古
等较远地区的顾客，3天就能收到她通过顺
丰快递寄出的枇杷。

因为经常发货，兰星结识了顺丰快递的
负责人。顺丰快递高效便捷的送货机制，让
兰星萌生了做物流配货服务的念头。

经过一番了解后，兰星的想法得到全家
人的支持。2020年，她一边收购枇杷，一边
进行分拣、包装，通过拼多多、抖音等电商平
台销售永善枇杷。

“2021年，在大兴镇卖枇杷最多的一天，
订单发货量超过2000件，不到一个月就进账
3万元，一天的收入就超过自己在餐馆洗盘
子一个月的收入。”客户的好评是兰星的动
力，激励着她做好每一个订单。当年，她的
枇杷网店在畅销榜、好评榜都冲到了第一。

“我们只做头茬果。6月雨水多、糖分低，
枇杷口感偏酸；尾果水分多，容易烂果，理赔
不划算，还会影响次年的回购率。”3年的快递
配货经历让兰星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知识，使
她成为永善水果物流行业中的佼佼者。

“拼多多的客户偏好 36个 2.5公斤装的
中小果，抖音、淘宝、小红书的客户则多选购
20个或 24个装的精品果。在礼盒中垫上珍
珠棉，虽然成本增加了5毛钱，但更显高端大
气。”兰星说。

“做物流要懂得换位思考，多从消费者
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严格按照客户要求
发货，提前与顺丰公司对接安排车辆，确保
每天19点前准时发货。”如今，兰星已建立起
成熟的配送团队，实行流水线分工协作，并
与多个收购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收购商每公斤只有0.4元的利润，扣除
包装、打单等成本，每个订单只能挣1元。劳
动报酬采取计件制，多做多得，每位工人月
收入都近万元。”兰星说道。

近期，兰星招聘了1名客服，负责网店运
营、订单处理和客户咨询，薪资由底薪、提成
和奖金构成。客服刘华艺熟练地打印订单，
然后快速粘贴快递单，将包装好的货品整齐
码放在仓库中，方便工人装车。

“物流行业最怕遇到恶劣天气。雨天容
易出现‘有单无货’的情况，偶尔也会发生

‘有货无单’的情况。”兰星说，这两种情况都
会导致亏损。

“2024 年，一季枇杷累计发货近 10 万
件，收入 10 万元；9 月转战昭阳区洒渔镇卖
昭通苹果9万件，一年合计挣了20万元。今
年4月25日在大兴镇收购枇杷，仅20天订单
量就突破2万单。”

“既然选择了物流行业，就要做到最好，
当好家乡特产的‘代言人’，树立永善枇杷的
好口碑。”5年来，兰星始终坚持用心服务，确
保每一位消费者满意。

如今，兰星拥有 3 个保鲜仓库，从快递
的揽收、分拣到运输、派送，再到物流车辆
调度，她已能精准把控每个环节，实现高效
运作，在永善枇杷物流领域开辟出了一片
新天地。

兰星：用物流“链”通
乡村致富路

轻轻撕开包装，把晶莹剔透的枇杷
膏泡入温水中，甜蜜的香味扑鼻而来。
细细品一口，清甜的口感沁人心脾。

枇杷，别名卢桔、金丸，属于蔷薇
科植物。永善县地处干热河谷地带，
光照充足，加之土壤矿物质含量丰富，
这里生长的枇杷品质上乘、口感醇厚，
堪称枇杷生长的天堂。枇杷能“润五
脏、滋心肺”，被誉为“果中珍品”“果中
之皇”。而古法熬制的枇杷膏，更是中
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传统工艺。

近年来，永善县善耕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耕农业”）始终
秉承“药食同源”的理念，同昆明理工大
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开展合作，运用
古法熬制秋梨枇杷膏。

古法熬制的秋梨枇杷膏，首选“大
五星”枇杷和雪梨。先将果实表面清
洗干净，去皮后敲扁或直接剥出核仁，

去除杂质。然后，将枇杷和雪梨的果
肉磨碎，过滤提取纯净果汁。随着熬
煮时间的延长，果汁逐渐变得浓稠，颜
色越来越深。当汤汁熬煮至七八分
干、起泡呈琥珀色时，减小火力持续搅
拌，挥发水分，直至膏汁黏稠，秋梨枇
杷膏就熬制好了。最后，经冷却、灌
装、贴标即可上市销售。

“10 斤原料仅得一斤膏。我们的
秋梨枇杷膏传承古法‘九练九滤’，经
过熬煮、自然冷却，最大程度地保留
了营养成分。”善耕农业总经理黄雪
松介绍道。

采用传统古法工艺熬制的秋梨枇
杷膏，经过高倍浓缩后色泽清亮，没有
任何杂质与添加剂，口感丝滑甜润，凝
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

“秋梨具有润肺、清热解毒的功效，
枇杷则能止咳化痰、和胃降逆。”黄雪松

介绍道，“将两者结合制成的秋梨枇杷
膏，既能滋补身体，又可缓解咳嗽、咽喉
疼痛，是秋冬季节的养生佳品。”善耕农
业生产的秋梨枇杷膏经过长达一年多的
试用试验，获得了良好的反响与评价。

“我们的秋梨枇杷膏酸酸甜甜，每
天早晨用温水冲泡一杯，让喉咙一整天
保持滋润和清爽。口干舌燥时，也可以
解渴，是润肺清喉的天然良方。”善耕农
业副总经理杨德婷说。

为满足人们对于养生和保健的需
求，善耕农业特别设计了瓶装与便携装
两种规格。便携装每盒有 6 袋，每袋 20
克独立包装，便于携带、冲泡。

此外，善耕农业一直致力于枇杷产
品的研发，推出了枇杷露、枇杷汁、枇杷
茶、枇杷炖梨罐头等系列产品，通过线上
线下渠道销售到北京、上海、浙江、广东
等地。

延伸加工链——

秋 梨 枇 杷 膏 传 承 匠 心

（本版文图由通讯员田明提供）

兰星在堆放装好箱的枇杷。

秋梨枇杷膏。

游客在枇杷园采摘枇杷。

专家评选专家评选““枇杷王枇杷王””。。 永善永善““大五星大五星””枇杷枇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