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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 一架中国邮政航空波音
B737 全货机缓缓降落在重庆巫山机场。 次

日， 由它装载运输的新鲜巫山脆李就摆上
了北上广深等多地市民的果盘里。

“脆”是巫山脆李的一个亮点，也曾是
制约其发展的一个堵点。 过去因为物流不
便， 巫山脆李经过几天的运输后往往会影
响品质和口感。

此前，巫山也尝试过空运脆李，然而由
于巫山距离重庆中心城区较远， 从产地到
重庆江北机场路上用时近 8 个小时。

为解决脆李从“枝头”到“果盘”快速运
输的时效性问题，让这一“生态宝贝”更好
地飞出大山，从去年开始，巫山县、巫山机
场与中国邮政航空公司联合启动“脆李航
班”产地直飞项目。

今年，“脆李专机”合作进一步走深，在
去年一架邮航专机的基础上，增派一架，实
现“两架脆李专机、双机产地直飞”。

“‘脆李专机’从去年‘连飞 15 天’增加
到今年‘连飞 20 天’，同时在脆李销售高峰
期每日增飞 1 班，累计将飞行 27 班次。 ”巫
山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脆李运输总量将

由去年 195 吨提升到今年超 360 吨， 实现
全国 1000 多个城市最快次日达。

巫山邮政总经理李拥军介绍， 当地还
定制了“邮政专车直发”服务。 在全县脆李
主要产区，设置 198 个邮政收寄服务点，让
脆李产区的果农实现“零距离寄递”。 并通
过邮政冷链专车，最快 30 分钟送达巫山机
场，然后再通过“绿色通道”90 分钟内即可
进入飞机货舱。

物流方式的升级， 也让巫山脆李运输
周期平均缩短 2—3 天，寄递费用平均降低
20%左右。

巫山县果品产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从最初的扁担挑进县城， 到如今的
足不出户就能卖往全国各地，物流便利了，
品质提升了，价格也上去了。 精品脆李从最
开始的几元一斤，至现在的二三十元一斤，
一年比一年卖得好， 老百姓的收入也一年
比一年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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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 重庆巫山
峡江两岸果树连片， 绿浪
翻滚， 又到了一年脆李丰
收季。

驱车从巫山县城前往
中华名果“巫山脆李”主产
地曲尺乡， 越接近目的地
就越热闹———蜿蜒曲折的
山路上不时停着来自天南
海北的冷链车， 农家院坝
里村民赶着将当天采摘的
脆李分拣、包装，而后通过

“脆李专机” 运往全国各
地。

巫山县县长付嘉康介
绍，2023 年， 巫山全县 23
个乡镇种植巫山脆李，规
模达 30 万亩， 挂果面积
14 万亩，预计产量 13.5 万
吨，综合产值将突破 18 亿
元。 凭借这些甜脆的小果
子， 库区百姓的“甜蜜事
业”越做越大。

其实， 巫山脆李是在贫瘠山地上长出
的丰硕果实。

曲尺乡是巫山有名的移民乡镇。
三峡水库蓄水后， 农田淹没在江水之

下，剩下待开垦的荒山，并且土地存在石漠
化问题，很难长出好庄稼。

那时的村民只得守着玉米、红薯、土豆
“三大坨” 过日子，“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

人”。
穷则思变。 一次调研中，当地人发现原

本村民在房前屋后稀疏种植的脆李质地脆
嫩、汁多味香，抗逆性强、根系发达，尤其适
宜在石漠化土地上生长。 而且据史料记载，
早在唐宋时期，脆李就“扎根”当地了。

于是在 2007 年，结合石漠化治理的契
机，经过品种提纯选优，大规模的脆李种植
在曲尺乡推广。

事实上，巫山也适合种脆李。 巫山低山
河谷地带年有效积温在重庆市排位靠前，
日照时数全市第一， 这成就了巫山脆李甜
脆的口感；起伏的山地地貌，让巫山脆李的
货架期可达 60 余天，比其他李类约多了一
倍。 这些条件促成巫山脆李种植的“天时地
利”。

然而要种好脆李，“靠天吃饭” 远远不
够。

为此，巫山与中国农业大学、辽宁省果
树研究所、重庆市农科院果树所等合作，成
立巫山脆李研发中心， 并建立县级专家团
队、乡镇技术骨干、村级技术队伍、种植能

手和果农“五层”技术服务体系，提高科学
化管护水平。

“这些年，巫山脆李的品质管理越来越
好，从越冬管理，到花期育肥，再到生长全
周期的土壤控水、 雨季覆膜……都离不开
农技专家的支持。 ”曲尺乡脆李种植大户彭
斌介绍，为减小梅雨对脆李品质的影响，去
年当地还大规模推广覆膜避雨技术。 在此
基础上，还通过巫山数字果园，基本实现脆
李种管“信息化”，告别“望天收”。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十余年的精心
培育，巫山脆李越发“枝繁叶茂”。 这几年成
功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注册商标”，先后被
评为“中华名果”“全国优质李金奖”“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 和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 巫山脆李的名气也越来越响，据中国
品牌促进协会相关数据显示， 巫山脆李品
牌价值达 27.1 亿元， 连续四年居全国李品
类第一。

7 月，走进位于巫山县楚阳乡的巫
山脆李特色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只
见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施工车辆来往
穿梭。 为做好“土特产”文章，这两年，
巫山积极引进食品生产企业， 建立巫
山脆李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积极开展
巫山脆李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保障果实“颗粒归厂”，让农副产品就
地“一产”转“二产”。

“我们还引进中国农业大学烟台
研究院帮助巫山组建果酒酿造技术研
发团队， 实现了巫山果酒酿造技术研
发零的突破，成功研发脆李小烧、脆李
白兰地、脆李利口酒等系列产品，进一
步提升了巫山脆李产业附加值。 ”巫山
县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巫山脆李衍生出一系列的
深加工产品，如脆李酒、脆李蜜饯、脆
李果酱、脆李月饼等。 ”付嘉康说。

脆李产业链向下延伸， 还带动起
巫山乡村旅游的发展。

曲尺乡权发村，这段时间“三峡李
院”民宿周末一房难求。

“春季赏花，夏季摘果”，脆李产业具备明显
的旅游价值。 针对这一特点，在巫山县文产公司
的支持下， 权发村将传统农家院落加以修复改
造，目前已打造 12 个院落、30 间客房。 还建设了
悬崖太空舱民宿，可以白天坐看长江，夜晚抬头
仰望星空。今年以来，“三峡李院”民宿已增收 160
万元。

“我们还打造了巫山‘江南百里李花长廊’和
‘江北千顷李庄’两个大型乡村生态旅游景观，连
续举办‘中国李乡·三峡花海’李花节，让更多农
户吃上了旅游饭。 ”巫山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去年 6 月，郑万高铁的开通，让巫山彻底结
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 也使得巫山旅游更火了。
今年巫山李花节期间，不少游客选择乘坐高铁走
进漫山香雪的“三峡的春天”。

数据显示，高铁开通一年来巫山县累计接待
游客 2523.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72%，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 116.02 亿元，同比增长 25.02%。

一颗脆李，成就一条产业链，富裕一方百姓。
付嘉康说，接下来，巫山县还将认真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产业， 着力打造“库区最美花果
山”。 （转自新华网）

贫瘠山地长出丰硕果实

巫峡镇七星村果农在脆李园采摘脆李。 记者 王忠虎 摄

巫山脆李插“翅”出山

网络直播助力巫山脆李销售。 记者 卢先庆 摄

官渡镇的脆李育苗基地。 记者 卢先庆 摄

巫峡镇脆李种植基地。 记者 王忠虎 摄

巫山脆李酒。 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