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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相依，满目风光收眼底；

果旅结合，万般景象看未来。

这是黔西市林泉镇万亩猕猴桃种

植园在建园伊始贴在办公楼外墙上的

一副对联。

2016 年 ， 林 泉 镇 围 绕 “ 产 业 致

富 、 公 司 增 效 、 农 民 增 收 、 生 态 改

善 ” 的 目 标 ， 引 进 投 资 企 业 ， 采 用

“产业+项目+公司+农户”的方式，打

造万亩猕猴桃种植园。

2015 年，贵州省海子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于落户林泉镇海子社区，这是

一 家 以 科 技 创 新 为 支 撑 ， 集 观 光 旅

游、休闲娱乐、鲜果采摘销售为一体

的农业公司。该公司总经理罗红卫介

绍，2018 年，他们种下的第一批猕猴

桃挂果获得了收益。2021 年，该公司

新种植的猕猴桃挂果并产出猕猴桃十

几万公斤，省内外多地的水果批发商

慕名上门收购，猕猴桃供不应求。

在该公司的辐射带动下，目前林

泉镇已建成 5 个共 1.1 万亩规模化、标

准化猕猴桃生产基地，种植的猕猴桃

已成功注册“林猕”商标，取得了绿

色 农 产 品 和 有 机 农 产 品 认 证 。 2020
年，在第 21 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暨

第十四届中国有机食品博览会上，林

泉镇参展的猕猴桃荣获绿色食品金奖。

以林泉镇为龙头，黔西市因势利

导，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积极引导

农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3万余亩猕猴

桃。如今，当地猕猴桃畅销广东、江

苏、浙江等省内外市场，成为当地农

户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之一。

把猕猴桃当作重要产业来抓的，

还有毕节高新区 （金海湖新区）。近年

来，毕节高新区 （金海湖新区） 因地

制宜，引导农户不断扩大猕猴桃种植

规模，让他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感受

到实实在在的效益。

为把猕猴桃产业做强做大，毕节

高新区 （金海湖新区） 正逐步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为发展 10600 亩种植猕猴

桃和 15000 亩野生猕猴桃奠定基础，同

时着力打造猕猴桃示范基地，走标准

化、规模化、绿色化、现代化高效猕

猴桃产业新路子，持续带动群众增产

增收。

同样，在金沙县安底镇温泉千亩

猕 猴 桃 基 地 、 织 金 县 猫 场 镇 川 硐 村

“万凤还巢”示范猕猴桃基地、七星关

区普宜镇摆盖村猕猴桃种植基地以及

一些规模不大但效益不错的地方，在

每年的仲秋时节，都会洋溢着丰收的

笑语，猕猴桃的芳醇，甜进了果农的

心底。

毕节市立体气候明显，为水果种

植的多样性选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除了樱桃、苹果、猕猴桃、草莓

等一系列发展势头较好的产业外，在

赤水河的河谷地带，每年夏秋季节果

满枝头的江安李、冰脆李、香桃、艳

红桃、西瓜，纳雍石板河的布朗李、

七星关区的刺梨、梨等等，这些品种

多样、品质优良的水果，丰富了人们

的餐桌。尤其是每年的冬季，以七星

关区清水铺镇橙满园社区，生机镇庆

坪、镇江社区，大屯乡大河村为主要

节点的柑橘产业地带，都有大量柑橘

产出。现有柑桔品种 50 多个，其中优

良 品 种 有 10 多 个 ， 投 产 果 园 8 万 余

亩。品种主要有椪柑、脐橙、夏橙、

血橙等，仅橙满园就有柑桔 3500 亩，

年产柑橘 7500 吨，红彤彤的柑橘，映

红了丰收果农的笑脸。

规模居榜首 果香遍乌蒙
——毕节市水果产业规模独占全省鳌头记述

□ 本报记者 刘 燎 张媛媛 通讯员 杨 英

雨水节气刚过，位于纳雍总溪河两岸的厍东关乡陶营村3万余亩玛瑙红

樱桃花迎春绽放，雪白的花海引来了慕名来赏花的游客。再过两个月，毕

节各地像陶营村这样成规模、成产业的玛瑙红樱桃将通过电商平台畅销全

国各地，为毕节的水果产业实现“开门红”！

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和旅游产业化的逐步推动，毕节市的水果产

业越来越多元和成规模。2021 年，全市水果种植 175 万亩以上，产量 100 万

吨，产业规模名列全省第一。目前，已逐步形成了威宁中水、牛棚、迤

那、雪山 10 万亩优质苹果产业带，总溪河流域 10 万亩玛瑙红樱桃产业带，

赤水河流域8万亩优质柑桔产业带，沿黔 （西） 大 （方） 高速涉及大方、黔

西、金海湖等县 （市、区） 的 10 万亩猕猴桃产业带……在广袤的乌蒙大地

上，形成了春来繁花似锦、秋来硕果满枝的喜人情景，为全市乡村振兴注

入了强劲的活力。

樱桃产业，辐射带动势头强劲

近年来，在毕节各县 （市、区），

的玛瑙红樱桃的种植规模越来越大，

在 纳 雍 、 赫 章 、 七 星 关 、 大 方 、 黔

西、织金、威宁等县 （市、区） 的中

低海拔地带，都成规模地种植了玛瑙

红樱桃，使之成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有

效途径之一。据测算，目前全市以玛

瑙红为主的樱桃种植面积已近 24 万

亩，挂果面积近 14 万亩，使厍东关乡

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2014年的 10148元增

加到 2020年的 19301元。

每年 4 月下旬，正是总溪河畔的玛

瑙红樱桃成熟时，当地的山山岭岭传

来欢声笑语，公路两旁摆满樱桃，路

上车水马龙，一拨又一拨的水果批发

商接踵而至。在他们乐此不疲的采购

中，每天约有几万斤玛瑙红樱桃畅销

贵阳、遵义等地，果农沉浸在丰收的

喜悦中。

随着玛瑙红樱桃产业的发展，总

溪河畔的生态旅游同样也风生水起，

部分群众顺势开起农家乐、烙锅店。

据统计，全乡能提供食宿的农家乐有 7
家，能够提供餐饮的多达 20 余家，每

年接待游客约 25万人次，旅游增收约 2
亿元。

“千里乌江第一湾，鬼斧神工两扇

门”。在织金县马场镇凹河大峡谷，因

两座巨大的岩石隔河对峙，形似两扇

貌似开合的大门，所以被当地人称为

“两扇门”或“乌江之门”。在地处

“乌江之门”旁的凹河地段，万亩樱桃

花也竞相怒放，一条五彩采摘步道逶

迤其间。

2008 年开始，马场镇依托凹河大

峡谷独特的山水风光，以中心村、营

上村、龙井村为中心开始试种玛瑙红

樱桃，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马场镇的

樱桃种植基地规模达 1.6 万余亩。每到

樱桃花绽放和樱桃成熟的季节，周边

前来观光和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最

多的时候每天可达 5000 余人次，一天

可以卖 1500至 2000公斤樱桃。

马场镇党委书记伍林龙介绍，为

进一步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马场镇积

极向上级申请粤黔东西部协作帮扶资

金项目，全力推动广州对口帮扶乡村

振兴示范点建设项目落地，在凹河樱

桃园内规建设采摘步道，将游客从主

干道引入樱桃园里，不仅缓解交通拥

堵现象，还让偏离主干道的樱桃种植

户能省时省力，有更多的收入。

2021年 9 月，以龙井村、营上村为

中心修建的东西部协作项目正式开工

建设，项目涵盖 4 个农产品交易中心、

一条 20 公里采摘步道和可容纳 500 辆

车的停车场以及相关基础配套设施。

“樱桃采摘步道建好后，等到樱桃

成 熟 时 ， 游 客 可 以 沿 着 步 道 采 摘 樱

桃，就不用我们自己摘樱桃到大马路

上去卖了，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好

事。”玛瑙红樱桃种植户颜家美说。

伍林龙表示，下一步，马场镇还

将把凹河万亩樱桃园发展成一个集农

业、旅游、餐饮、住宿为一体的乡村

旅游产业，有效促进樱桃产业与其他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增加农产品附加

值。

除 了 纳 雍 、 织 金 两 县 以 外 ， 如

今，樱桃产业比较成规模的还有大方

县猫场镇 3万余亩、威宁自治县龙街镇

龙河村万余亩、赫章县达依乡 4500 余

亩，共同支撑起毕节樱桃产业的半壁

河山。

威宁苹果，遍销全国市场

在毕节众多的水果产业中，产自

威宁的“糖心苹果”闻名遐迩。威宁

因其海拔较高、日照时间长、早晚温

差大的特点，成为中国优质苹果生态

适 宜 区 、“ 西 南 冷 凉 高 地 苹 果 适 宜

区”，也是贵州省唯一的优质苹果生态

适宜区。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

优势，造就了威宁苹果色泽红润、果

肉 细 腻 、 香 甜 脆 爽 的 独 特 品 质 。 目

前，威宁苹果种植面积 50 万亩，其中

挂果面积约 30 万亩、总产量超过 25 万

吨 。 在 中 水 、 牛 棚 、 迤 那 、 雪 山 一

带，形成了 10 万亩优质苹果产业带。

威宁苹果已成功获得“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认证”和“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认证”。

每年秋高气爽的时节，在威宁自

治县迤那镇中海村超越农业有限公司

海升苹果果园里，一个个红彤彤的苹

果挂满枝头，微风拂过，一阵阵苹果

的清香扑面而来。这片规模已达 7000
亩的果园，不仅为当地构筑起一道靓

丽的自然景观，而且为推动当地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延长相应的产业链和

促 进 农 民 增 产 增 收 立 下 了 “ 赫 赫 战

功”。

2015年 7 月，威宁引进陕西海升集

团投资 5000 万元，在威宁建设高标准

连片果园 2000 亩。2016 年，公司流转

土地并种植苹果达到了 7000 亩；2017
年，果园进入初产期；2019 年至 2021
年，产量和产值不断提升。

“威宁全年光照时间达 1800 至 1900
小时左右，我的老家陕西延安的日照时

间是 2500 小时左右。但威宁的海拔高，

昼夜温差较大，紫外线强，很有利于糖

分的积累，糖度高达 16 至 18，而且苹

果的着色程度好，通体光鲜，卖相特别

好。而延安的昼夜温差小，糖度只有 10
至 12，着色也没这里的好。”谈起在威

宁发展苹果产业，威宁超越农业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侯建文喜形于色。

侯建文介绍，近年来，在东西部

协作的帮扶下，威宁苹果进一步发展

发展了“炭山红”“黔山红”“冰心”

“糖心”“杨华”“宝峰”等品牌，可以

满足不同上市时间和市场的需求。目

前，全县与苹果生产、销售、物流相

关的经营主体 200余家；其中，直接与

苹果生产相关的经营主体 133家，直接

与苹果销售相关的经营主体 120家，有

代表性的规模化经营主体 20 多家；威

宁苹果远销西南市场、华南市场、华

东市场以及华北市场，来自北京、上

海 、 广 州 等 大 中 城 市 的 订 单 源 源 不

断，港澳市场也逐步打开。

猕猴桃产业，后起之秀当仁不让

威宁超越农业有限公司的工人在车间分装苹果威宁超越农业有限公司的工人在车间分装苹果 （（陈陈 曦曦 摄摄））

村民在威宁自治县迤那镇苹果基地采摘苹果 （陈 曦 摄）

纳雍县厍东关乡冷链物流中心樱桃分拣现场 （杨 英 摄）

七星关区普宜镇摆盖村猕猴桃种植基地收获猕猴桃 （陈 曦 摄）

七星关区普宜镇摆盖村村民在采摘猕猴桃 （陈 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