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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藤椒采摘上市的时
节。在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藤椒迎
来丰收，一粒粒饱满油亮的藤椒挂满
枝头，阵阵椒香扑鼻，椒林里也是一
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走进梓潼县双板镇南垭村的千
亩藤椒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漫山遍
野的藤椒树上，颗粒饱满的藤椒缀满
枝头，椒树苍翠，绿意盎然。成片的藤
椒林中，村民们头戴遮阳帽，手持电
动剪刀，正娴熟地采摘藤椒，剪枝、下
桩、运输……一气呵成。据了解，该藤
椒基地采摘期每天吸纳 50余名农民
务工，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
收。
“这段时间，我们在这里采收藤

椒，每天能挣到 100块钱左右，中午

还包伙食，平时我在这里做管理，一
年能挣 3万元左右，在家门口赚钱，
感觉很不错。”双板镇南垭村村民李

星垣说道。
据了解，藤椒的市场需求大，不

愁销路，当地建有藤椒烘干房和冷库

方便藤椒储存，择机而卖，将利益最
大化。烘干房里，工人们将连带枝条
的鲜藤椒进行烘干处理，脱水后，装
入滚筒果枝分离机，经过枝干分离、
脱籽、筛椒等环节，制成干藤椒。
“目前我们的藤椒园区有 1000

多亩，采收大概需要两个月，目前都
是烘干后进行售卖，年产干藤椒 10
万多斤，销往成都、重庆等全国各
地。”四川兰琳藤椒农民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任凯说道。
据了解，梓潼县现已建成千亩藤

椒产业基地 3个，种植面积达 1.4万
亩。近年来，该县加快建设特色优势
农产品基地，把藤椒产业作为全县特
色产业来抓，全力打造全国优质农产
品供应基地。

仲夏时节，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大安
镇回龙村 5组汇聚源家庭农场种植的黄桃
成熟上市，果农们忙着采摘、装箱、销售，呈
现出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近日，笔者在汇聚源家庭农场看到，一
株株黄桃树上挂满了套着袋的果实。业主
李正青摘下一个黄桃果，打开纸袋，色泽金
黄、圆润饱满的黄桃散发出浓郁的香味，令
人垂涎欲滴。“每个黄桃重约 200-250克，
口感好得很！”李正青说道。据悉，从 6月 9
日以来，李正青引进栽种的“锦绣”“炎陵”
两个品种共 60亩黄桃进入丰产采摘期，平
均亩产约 2000 斤。“今年总产量有 12 万
斤，每斤批发价 6-7元，总产值在 70万元
以上。”

据了解，37岁的李正青于 2021年返乡
创业，流转回龙村 5组 60亩荒坡地种植黄
桃，还在 1组流转 110亩地种植黄桃、蜂糖
李，并套种各类时令蔬菜。谈及返乡创业的
原因，李正青告诉笔者，这缘于一次购买黄
桃的经历，“我在外地工作的时候，有一次
去水果店买了 5个黄桃，花了 45块钱，平
均 9块钱一个，吃起来口感相当好，当时就
萌生了回家种黄桃的想法。”

这 3年来，李正青每天都守在农场，
从网上学习种植技术，在果园进行桃树
管理、果子管护。由于人年轻，脑子灵活，
再加上广安区农业农村局邀请四川省农
科院教授到农场开展技术指导，李正青
种植的果树采取果实套袋、病虫害绿色
防控、有机肥施用技术等，实现了标准
化、精细化管理，到第三年就顺利达到了
丰产期，果实品质得到了市场和消费者
的青睐。“每天都有游客来果园品尝采
摘，还有视频博主来到果园直播带货，不
过，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收购商将黄桃销
往江浙沪渝等地。”李正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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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

藤椒采摘忙 满目皆“丰”景
□胡莎莎孙妮 本报记者吕婕文 /图

近日，在四川省阆中市江南
街道办事处田公社区，20 多名
居民一大早就下地采摘黄花。

据了解，当地业主在外致富
后反哺乡村，成立专合社流转土
地 120亩发展黄花种植产业，吸
引了约 30名居民常年在家门口
务工。今年是黄花采收的第三个
年头，预计亩产鲜黄花 600多公
斤，烘干后将通过第三方公司出
口欧洲。

特约记者王玉贵摄

黄花采收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