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樱桃为“媒”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大王”返乡种出万亩樱桃

荒山都种上了“摇钱树”易县樱桃两小时鲜送进京

新发地“大王”们返乡种万亩樱桃 两小时即可鲜送进京

小樱桃成就甜蜜大产业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颖）提起河北易县，人们想到的是狼牙山五壮

士，是清西陵，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如今，樱桃成了易县的又一块金
字招牌。

北京新发地的“大王”们用了14年的时间，在易县这片沃土上种出万
亩樱桃，又通过新发地的平台把这种鲜果送进北京的千家万户，成就易县
甜蜜大产业，也让樱桃成为易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张新名片。

中午11时许，易县塘湖镇北淇村千亩樱桃园，一人多高的
樱桃树在阳光下列队，红彤彤的樱桃挨挨挤挤的，被阳光镀上
点点亮斑，很是喜人。

七八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工人从山坡的小路而下，忙碌
了一上午的他们赶着回家做饭，与此同时，他们采摘下来的樱
桃已经完成分拣、装车，奔向140多公里外的北京。

驾车行驶在塘湖镇，公路两侧的山头上，时不时就冒出个
樱桃园的招牌。田间地头，立着各家快递公司揽客的广告招
贴，整个小镇好像都在为樱桃忙碌着。

从北淇村向东 6公里左右，是南界安村，润福园樱桃采摘
园就在村里。走进大门，凉棚下几位工人正在分拣着樱桃，三
五批游客从山上乘兴而归，将自己采摘的樱桃交给工作人员
称重。这个采摘园，既接待游客的采摘，也往北京输送樱桃。
工人们上午摘下午分拣，一天能进京五六吨樱桃。

如今正是易县露天樱桃成熟季，每天下午，从易县进京
送樱桃的货车络绎不绝，可以走京昆高速，也可以走京港澳
高速，还可以走京雄高速……条条大路通北京，两个小时出
头，鲜果就能进入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北京市民对樱桃有多喜爱？2023年樱桃上市季，4个月内
新发地市场销售的樱桃达到3.8万吨，相当于北京人每天会吃
掉300吨樱桃。

不用保鲜、不用冷藏，能够以最新鲜的状态进京的易县樱
桃，受到越来越多北京市民的认可。

樱桃好吃树难栽！如今易县樱桃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上
万亩，而在 2010年之前，易县的樱桃种植面积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

短短14年，如何实现从“零”到“万”？离不开新发地的“大
王”们。

“放心吃，没打药，都是有机种植！”北淇村千亩樱桃园园
主郭联合抬手摘下两颗红得发紫的樱桃递给记者。在易县，
他是最早利用荒山成规模种植樱桃的带头人；在新发地，他还
有另一个身份——苹果“大王”。

“摊子越铺越大，四处找货源，啥东西都不愁卖！”郭联合
告诉记者，经过多年打拼，2010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市场的
苹果单品销售大户，有了比较成熟的销售渠道，市场也鼓励商
户向种植环节拓展产业链，他想起了老家那些荒山。

请了业内的朋友来看，虽然是荒山，可是气候条件和
土质都很好，适合种植樱桃。

“能种出来就能卖出去！守着新发地这个大市场，就是
底气。”郭联合开始在山头种樱桃，第一个山头，第二个山头，
第三个山头……如今他的樱桃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了 1800
多亩。

像郭联合这样在易县种樱桃的新发地商户还有不少，润
福园樱桃采摘园的园主刘文坡，就是从塘湖镇南界安村走出
去的新发地樱桃“大王”。

刘文坡返乡种樱桃，始于 2015年开始的脱贫攻坚战。当
时新发地积极响应号召，带着“大王”走进贫困县，以“企业抓
两头，农民干中间”的模式助力贫困县建设果蔬种植基地。

“易县，昼夜温差大，适合樱桃生长！”作为新发地樱桃“大
王”，当时的刘文坡已经在大连建设了自己的种植基地。他分
析了易县的地理环境条件，发现如果在这里种植樱桃能比大
连早上市一个月左右，相当于延长了樱桃的供应季。

返乡种樱桃，刘文坡把成熟的全自动智能温控、滴灌和一
体化浇水等技术带回了家乡，也让易县的樱桃走上了产业化、
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的道路。如今已经先后发展了南界安润
福园、夏家庄两个千亩樱桃产业园，还通过了有机认证，走进
了百果园、盒马鲜生等国内大型连锁商超。

易县的樱桃产业愈来愈红火，继郭联合、刘文坡之后，新
发地商户卢志田、李连奎等也加入返乡种樱桃的行列。在他
们的带动下，易县樱桃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上万亩，覆盖塘湖
镇、尉都乡等 8个乡镇 27个行政村，形成了以南界安润福园、
北淇村春兴、夏家庄、西城阳益农为代表的4个千亩樱桃产业
园，樱桃年产量600多万公斤。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易县，成为离北京最近的樱桃主产区。

“一亩地脱贫、两亩地致富、三亩地奔小康！”这是新发
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董事长张玉玺当初考察易县樱桃种植时
总结的一句话，在易县广为流传，也让越来越多的易县人加
入了樱桃产业。

今年 47岁的马俊岭，土生土长的南界安村人，现在是
润福园樱桃采摘园的主理人。

“以前就在村里搞个小石材加工厂，雇了三五个人，生
意不好做，还污染环境。”马俊岭告诉记者，当地农民土里刨
食，以玉米种植为主，大田玉米，一亩地好了也就能挣个几
百块钱，很多土地都撂荒了。

看中了“能种出来就能卖出去”的市场，也看到一亩地
产值三五万的未来，马俊岭撂下了自己的小厂子，成了第一
批樱桃种植合伙人。蓬勃发展的樱桃产业，不仅让易县的
种植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易县的农民成了“樱
农”，吃上了“樱桃饭”。

村民郭志红以前四处打工，去丰润的箱包加工厂给人
家缝包，农忙的时候还得回来伺候玉米。自从县里樱桃产
业越来越红火，她就在家门口打工了，已经熟悉了樱桃生产
的各个环节。

“干六七年了，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到地头，采摘的活
计，一天能有100多块钱的收入，分拣的活计也能挣八九十
块。”郭志红一边熟练地分拣着樱桃，一边告诉记者。

易县的樱桃产业，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守在家门口就能
成为“万元户”。比如最早种植樱桃的北淇村，成立了合作
社，注册了商标，几乎家家户户种樱桃，全村樱桃种植面积
达到3000多亩，年收入近亿元。

“从秦始皇那时候荒到现在的山，都种上了‘摇钱树’！”
村民们说。

目前，易县成规模的樱桃种植户已经达到289户，樱桃
产业年收入超过3.9亿元，全县仅樱桃产业园区流转的土地
就达到3500亩，每年向周边乡镇提供务工就业岗位2000多
个。樱桃产业的发展让农民的腰包鼓了起来，还有的通过
土地、资金、劳力入股，每年定期分红，成为樱桃园的“大股
东”，走上了致富的快车道。

“只要咱们易县种出好樱桃，就能在新发地市场卖出好
价钱。”张玉玺说，将继续支持商户在易县把樱桃产业做大
做强，让首都市民吃到更新鲜、更美味的樱桃。

日前，易县樱桃节开幕了，来易县的京牌车也多了起
来。“刷小视频，看到了易县樱桃熟了，开车过来也就一个半
小时。正好儿子上学期学了《狼牙山五壮士》，我们一商量，
趁着周末来爬爬山，摘樱桃。”从北京赶过来的刘女士告诉
记者，上午趁着凉快摘樱桃，中午去吃农家饭，下午去狼牙
山，晚上就回家了，一天就能打来回。

“狼牙易水清西陵”，如今，易县开始打造樱桃这块绿色
的招牌。北淇村借果生景，打造了樱桃园旁垂钓园，连通龙
西路，融入狼牙山易水湖大景区；南界安的蒙古包小菜园，
借景促销，成为易县旅游的新看点；各种采摘园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赏花品果，采摘销售占到总销售额的五成……

易县成立了易县樱桃产业协会，注册了“易县大樱桃”

区域公共品牌，连续三年举办樱桃节，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了易县大樱桃。新发地的“大王”们也更有干劲儿了，郭联
合正在给山上的樱桃园建智能的防雨棚，让樱桃采收季更
稳妥；刘文坡正在引进空调制冷设备，将樱桃的上市期提前
到1月份，让易县的樱桃更具竞争力……

易县副县长李晨潮介绍，近年来，易县坚持樱桃种到哪
里，路就修到哪里，水就引到哪里，电就架到哪里，项目资金
就投到哪里。形成了“支部+果园”“公司+基地”“能人+农
户”“合作社+农户”“家庭农场+园区”等多种经营模式，亮
点频出。今后，易县将继续把政策向樱桃产业倾斜，资金向
樱桃产业集中，打造樱桃小镇，把樱桃种植面积发展到5万
亩，让樱桃成为易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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