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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脆李属于夏季水果，特别是端午
节的到来，消费者的需求量更大。 为了让
巫山脆李品质更高， 更受市民朋友的喜
欢，巫山脆李从种植到管护等环节，实现
全过程护“李”。

7 月 5 日， 在曲尺乡权发村， 记者看
到， 田间从水肥一体化项目到气象采集，
再到智慧农业管理系统， 农业生产充满

“科技范儿”和未来感。
据介绍，为进一步强化种植业产业管

护，我县全面实施脆李避雨覆膜、有机肥
增糖等措施， 脆李优质管护率达 95%以
上，脆李品质大大提升，如今已完成“全国
绿色食品原料基地”创建。

近年来，县农业农村委引导全县果品
基地装备山地轨道运输车、自动化喷灌设
备、水药肥一体化、土壤、环境等物联网数
字监测设备。 支持企业引进种植、加工、仓
储设施设备的同时， 提高农业生产机械

化、宜机化水平。 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双
减”绿色防控，实施果园有机肥替代化肥
行动。

“下一步，将加大财政资金整合力度，
逐年稳步提高中央衔接资金用于农业产
业的比重，确保东西部协作资金、中央定
点帮扶资金和对口支援资金的 50%用于
农业产业发展。 ”巫山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持续完善巫山数字果园， 实现巫山脆李

“一屏管理”的全产业链大数据平台，建立
从生产端到销售端全过程数据库，打通生
产端到供应链、市场销售、政府管理端的
全产业链基础数据采集、运用和服务的基
础工作。

与此同时，搭建巫山脆李电子交易中
心，实现交易“在线化”；推动城市前置仓
或城市运营仓消费数据与产地云仓、生产
基地数据无缝对接。

仲夏时节， 巫峡两
岸， 脆李飘香。 一尝果
肉，两分酸八分甜！每年
6 月至 8 月，是“中华名
果”巫山脆李的成熟季，
30 万亩巫山脆李陆续
上市就引来市民争相尝
鲜。连日来，本报记者走
访了解到，自 6 月 28 日
开园上市以来， 今年的
巫山脆李市场行情较
好， 呈现线上线下购销
两旺之势。 果农在田间

“卖” 鲜、 到脆李果园
“锁” 鲜、 上农户家门
“抢” 鲜、 用脆李航班
“保”鲜……越来越多的
巫山脆李， 正以各种方
式，“新鲜” 呈现到消费
者的餐桌上。

果农“卖”鲜 果园“锁”鲜 上门“抢”鲜 航班“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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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李子个头大、裂果少，好多钱一斤？ ”7 月 5
日，在双龙镇天鹅村，果农冯应俊刚把从树上采摘的新
鲜脆李装到三轮车上，就吸引了“买主”的目光。

今年 62 岁的冯应俊，以前是天鹅村的村主任。2017
年， 他带领全村发展脆李 800 亩。 如今， 全村已发展
1100 亩脆李，500 亩进入丰产期。

村里的田间地头， 爽脆甘甜的巫山脆李缀满枝头，
散发着淡淡清香，在阳光下格外诱人，令人垂涎欲滴。尽
管天气炎热，果农们脸上仍堆满笑意，在茂密的果园中
来回采摘忙碌，一派喜获丰收的景象。

“最近果子熟了，不少收购商上门收购。每天可以卖
1000 多斤，我早上 5 点多就起来准备胶桶、筐子，等工
人来了采摘李子。 ”冯应俊说。

剪枝、施肥、疏果……每个环节，冯应俊都亲历亲
为。 因此，他家的脆李被提前订购一空。

冯应俊自豪地说，他家的果子坐果率高，很少有裂
果，80%的果子都是 45 果型。 这些天来，从自家果园新
鲜采摘的脆李刚装到三轮车上，都会吸引了不少走村串
镇的收购商的目光。 针对优质果品，这些收购商往往在
一番简单的讨价还价之后，就会从源头上第一时间“买”
到新鲜。

我县是脆李种植大县，20 余乡镇均有脆李种植区，
全县 30 万亩巫山脆李以早熟、 中熟和晚熟品种的巫山
脆李为主。 早熟品种的巫山脆李，相较于中熟和晚熟品
种脆李，提早成熟一个月左右，且口感更加酸甜多汁，颇
受市场欢迎。这就意味着，脆李成熟季，也是当地果农一
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两坪乡华家村果农黄洲弟种植脆李 8 年了，现在有
80 多亩巫山脆李。“这几天早熟品种的巫山脆李市场行
情很好，客户也多，我请了 10 多个工人帮忙采摘。”黄洲
弟乐呵呵地说，因为实在忙不过来，还将在广东打工的
大儿子喊了回来帮忙采摘和销售。

果农“卖”鲜
刚采摘的脆李抢购一空

果农采摘脆李。

果农对脆李进行分级。

（本版文图均由记者向君玲、陈久玲采写）

果园“锁”鲜
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基地

7 月 8 日早上五六点，天刚微微亮。巫
山县城的古城码头就开始热闹起来。 前来
采购水果的商贩熙熙攘攘，与刚刚从船上
卸货的果农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

这，只是开园上市以来，巫山脆李日
常交易的一个缩影。

沿着曲尺乡盘山公路一路向前，道路
两旁果园里的巫山脆李压弯了枝头。 记者
看到，各地客商纷涌而至，“抢”鲜收购巫
山脆李。

果农们忙着采摘、过秤、分装，客商们
忙着考察、询价、议价……一车车巫山脆
李就这样被销往全国各地。

同时，记者走访了部分农贸市场和水
果店了解到，巫山脆李已大量上市，并且
摆到了显眼的位置，特级大果约为 30 元 /
公斤，普通大中果约为 20 元 / 公斤，小果
约为 14 元 / 公斤。

巫山脆李上市时间较早，因此占尽了
市场先机。

7 月开始陆续进入市场， 现在销往北
京、上海、湖北等地。

“全国各省市市场大量上市的早脆李，
大多产自巫山县。 ”巫山县果品产业发展
中心负责人刘仁鹏表示，巫山脆李具备果
形端庄、质地脆嫩、汁多味香等特点，主要
集中在曲尺、龙溪镇、福田、官渡、两坪等
乡镇，每年都吸引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前来
收购。

刘仁鹏说，10 万余吨“中华名果”巫山
脆李陆续进入成熟期，“抢鲜”“锁鲜”潮让
巫山脆李成为焦点。 今年，巫山脆李价格
跟去年持平，销量非常不错，每天能卖出
1000 吨以上。

今年，巫山县果品产业发展中心引导
各乡镇果农提前覆膜， 裂果明显减少，巫
山脆李获得大丰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16 日，全县累计销售巫山脆李 22462.4
吨。

除了线下收购热火朝天，巫山脆李的
线上销售同样一派忙碌。

“目前，我们每天通过线上卖出的巫
山脆李都在 200 单以上，尤其是端午假期
那几天的预售，订单更是火爆。 ”2015 年，
曲尺乡新安社区的村民向明返乡创业并
开始做电商。

最近一段时间， 向明早上四点起床，
与重庆的直播团队一起卖货到凌晨。 偶
尔，她还要与请来的工人一同忙着将从果

农手中收购来的早熟脆李进行分拣，经过
打包、过秤、装车等环节后，搭乘“脆李航
班”送往全国各地。

记者从抖音、淘宝等电商和直播平台
上看到， 近段时间的巫山脆李呈热销态
势。在上述平台销售巫山脆李的不但有基
地公司，还有一些果农种植户。数据显示，
截至 7 月 16 日， 巫山脆李的线上销售已
有 41.44 万单、1699.2 吨。消费者对巫山脆
李也是好评如潮。

“针对一些对脆李品质、新鲜度要求
较高的客户， 我们选择让巫山脆李搭乘’
脆李航班’，在不超过 24 小时内走向消费
者餐桌。 ”不少巫山脆李的电商经营户，向
记者说到了如何让巫山脆李更好“保”鲜
的妙招。

据了解，通过创新保鲜技术，品种提
纯选优及产业链延伸，巫山建设了气调保
鲜库，设计出含有珍珠膜保鲜养鲜材料的
专用包装，可充分保证脆李在运输过程的

安全新鲜。今年，还与中国邮政深化合作，
在去年一架邮航专机的基础上，增派一架
专机，通过“两架脆李专机、双机产地直
飞”，实现全国 1000 多个城市次日达。

巫山脆李从“枝头”到“餐桌”，“卖”
鲜、“抢”鲜、“保”鲜、“锁”鲜，也说明巫山
脆李的品质，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还
真应了那句———巫山脆李，李行天下。

线下“抢”鲜
巫山脆李成为夏天主角

航班“保”鲜
全国 1000多个城市次日达

曲尺乡巫山脆李交易中心，工人在生产线上对脆李进行封箱。

搬运脆李。

巫山脆李覆膜如同千山覆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