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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眼下，云和万亩梨

园进入盛放期，古诗句中的动人景致跃然眼前。
古往今来，人们用“花开富贵”表达对美满幸福生活的向

往 ，如 今 ，这 样 的 愿 景 伴 随 盛 放 的 梨 花 化 为 现 实 生 活 之 美
——2021 年，云和雪梨产值突破亿元。

作为远近闻名的“雪梨县”，云和在发展万亩雪梨种植产
业的同时，还以梨花为媒，延伸出乡村旅游、民俗展示、休闲
运动、农事体验等一系列新业态。昔日因品种老化而逐渐式
微的云和雪梨，也因此一跃成为“好种、好卖、好吃、好挣钱”
的“共富果”。

“美丽就是生产力”

阳春三月，梨花烂漫白如雪，不仅装点了美丽乡村，也改
变了云和农民的“挣钱思路”。

元和街道梨庄村苏坑自然村距县城 17 公里，苏坑梨园环
山 而 建 ，以“ 梨 山 映 景 ”闻 名 ，曾 入 选 浙 江 省 百 大“ 最 美 田
园”。尽管地处偏远，但每到春季，漫山梨花总能吸引如织游
客，花海中欢声笑语不绝，处处可见“满园春色关不住，古树
梨花醉游人”的美丽乡村春景图。

“这儿的古树梨花真美，我们专程从市区自驾来踏春。”
来自莲都的游客苏女士一边拍照，一边对记者说。好风景带
来好“钱”景，美丽便成了生产力，以梨花为媒，云和打出集观
光、民俗、休闲于一体的“梨花经济”牌，让梨农融入休闲旅游
产业，以旅促农、以旅富农，助力乡村旅游和梨产业发展。

尝到“梨花经济”甜头的村民，种植果树的积极性愈发高
涨。“2021 年梨庄村和沈村村新种植雪梨 200 余亩，并对原有
梨树进行了品种改良，推进雪梨产业提质扩面。新建的苏坑
梨园、沈村梨园充分融合农旅元素，今后两个村串点成线，将
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雪梨产业示范带。”梨庄村党总支书记
叶长法说。

梨庄、沈村实现产业抱团，是元和街道实施“兴村联盟”
行动的成功缩影。去年，为深入推进改革发展、乡村振兴和
基层治理，元和街道在 15 个村社全面实施“兴村联盟”行动，
实现“互帮互促、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展共进”，在共同推
进云坛溪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的同时，重点打造“梨花微雨”
最美风情线，在村庄环境整治、沿溪景观打造、沿路经济带建
设上相互助力、协同并进。

以“美丽”为核心的创造性试验，在云和随处可见。随着
“梨花微雨”摄影采风节、农民丰收节暨云和雪梨采摘节等
“雪梨+”活动的先后启动，过去藏在深山无人知的小山村纷
纷“因美出圈”“因梨而兴”，家底殷实的梨农受此鼓舞投身生
态农业、餐饮业、民宿业，就连赋闲在家的老人也在路旁支起
小摊，出售冷藏的梨果、梨干或采收自梨园的野菜，一个春天
下来，也能挣数千元。

“淘汰和新生”是同一枚产业硬币的两面

云和雪梨始种于明景泰年间，距今已有 560 多年的栽培
史，历代梨农用智慧与汗水，培育出一代中华名果。得到业
界公认的是，云和雪梨比天津雅梨甜、比山东莱阳梨多汁、比
义乌梨细嫩，因此一直备受市场青睐，先后拿下 3 个国家级
金奖、23 个省级金奖，云和也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评为“中国
优质雪梨重点县”。

尽 管 有 着 傲 人 的 历 史 ，但 雪 梨 产 业 的 发 展 并 非 一 帆 风
顺，许多梨农回忆起曾经的挫折，依然唏嘘不已。“外地的优
良品质不断冒头，我们虽有漫山梨树，但果品不进则退，价格
越卖越低，大家觉得打理梨园不划算，干脆抛了荒。”梨农雷
宗明告诉记者，以梨为名的梨庄村是畲汉混居村，也是远近
闻名的雪梨专业村，但随着梨价的持续走低，村民们纷纷转
投食用菌产业，满村梨树无人打理，雪梨品质每下愈况。

与 梨 农 的 直 观 感 受 不 谋 而 合 的 ，是 专 家 的 产 业 分 析 研
判。“由于品种不纯，传统云和雪梨的个体差异非常明显，不
仅影响品牌发展，也不利于产业的规范管理。”从事 38 年水
果技术推广工作的丽水市水果产业首席专家、推广研究员周
晓音从 2000 年起带队开展“细花雪梨”“粗花雪梨”“翠冠梨”
等品种的优系资源调查、收集和筛选，并在云和雪梨优株母

本园建设、种苗繁育、高接换种等主要环节实施成果转化应
用，使原本面临淘汰困境的云和老梨树重获新生。

为进一步提升云和雪梨的品质和口感，云和雪梨办通过
多次考察，从江苏苏州引进了一款有机硒叶面肥开展对比试
验，雷宗明的梨园首批受益，产出的雪梨经农业农村部果品
质量检测中心分析测试显示，喷洒硒肥的雪梨果肉酥脆爽
口，糖分较普通雪梨提高 14.2%，且香味浓郁，抗氧化程度明
显提高。

“雷宗明的先行示范，让村民看到了发展雪梨产业的希
望。”叶长法说，此前雪梨因品质下降等原因，每公斤售价已
跌破 4 元，但随着雷宗明基地里的老雪梨树与早熟梨“翠冠”
等品种成功嫁接并实现矮化种植，雪梨的口感和产量大幅提
升，价格也节节攀升。云和县民丰雪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蓝
小建给记者算了算 2021 年的“雪梨账”：1 公斤老雪梨卖到了
30 元，60 亩基地的销售收入超过了 40 万元。

“在农业部门和种植大户的引领带动下，梨庄、包山、沈
村、安溪等一批传统雪梨种植村落重新拾起了这个老产业。”
云和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凌益春告诉记者，雪梨种植专家
主动为梨农服务，不仅建起了雪梨种质资源圃，还开设了雪
梨学校，免费为村民提供雪梨种植技术培训和指导，帮助销
售有困难的梨农卖梨，“‘雪梨贷’等金融产品则解决了梨农
扩大规模的资金之渴，梨农种植积极性愈发高涨。”

“有了这笔钱，就不用为开春购买肥料、扩建冷库操心
了。”前不久，雷宗明通过“雪梨贷”拿到了 25 万元，打算今年
继续增加梨园的“科技含量”，更令他自豪的是，全村的雪梨
种 植 面 积 已 经 超 过 800 亩 ，“ 咱 梨 庄 村 的 名 号 比 过 去 更 响
了！”

“借船出海”展开品牌溢价的多重试验

经过品种改良，云和雪梨的口感越来越好，但日渐式微
的品牌知名度，却一直阻碍着它走出大山。

云和县仙宫果业董事长严伟东，对此深有感受。老严是
林业科班出身，从种植雪梨起步，一路发展起云和雪梨的龙
头企业，雪梨品种渐渐改良、优化变佳的经过，他全程参与。
但在此期间他深刻意识到，梨农单打独斗的困难依然非常
大，“市场上的产地梨实在太多，云和雪梨的名气不够响亮，
价格就很难上去。”

严伟东不甘心，想通过品牌来实现溢价。如今，他创建
的以“仙宫”“仙宫湖”为代表的云和雪梨曾先后荣获 3 个国
家金奖、18 个省级金奖，成为丽水名牌产品、丽水市著名商
标。“打响了牌子，日子就好过多了，之后每年的收购价总能
以 15%左右的幅度上升。”严伟东认准了这条路，在丽水、青
田、温州、杭州等地建立了 6 家营销网点。

“把云和雪梨打造成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旗下的子
品牌，开展整体营销包装、到外地参加推介会的效果会不会
更好？”农业部门的提议启发了严伟东，在当地政府推动、企
业和合作社的协作下，“云和雪梨”进入了广州、深圳、上海、
南京、福州等多个城市的大中型超市销售，随着知名度的不
断提升，许多客商主动上网订购。“公用品牌上的‘云和雪梨’
四个字，是我请知名书法家题写的，本来打算留给自己公司
使用，现在政府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帮我们推广产品，我也
愿意把它和大家一起共享。”严伟东说。

随 着 雪 梨 产 业 优 势 愈 发 凸 显 ，云 和 涌 现 出 了 许 多 新 模
式、新业态。在先后举办“梨花微雨”摄影采风节、农民丰收
节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后，“雪梨+”这篇大文章在云和做得
有声有色。

如今，一个融雪梨产业、古色乡村、绿色田园、乡村节庆
活动为一体的农文旅产业正逐渐兴起，为云和乡村振兴夯实
产业基础，注入精神动力，让雪梨产业加速“火”起来。

与此同时，依托雪梨产业，这些年来，云和梨农还做起了
雪梨酒、雪梨膏，提升雪梨的附加值。“我们还将拓展雪梨贸
易合作，通过互联网扩大雪梨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凌益春
介绍，在云和加快推进的“一区两带三园百微”农业产业布局
中，云和雪梨产业创新集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正在加紧实
施，“力争实现量质快速突破，把雪梨培育成云和农业第一主
导产业。”

记者手记

梨农的春天，始于种子破土而出的那
抹绿，更始于万亩梨园绽放的片片白。

随着梨花盛放，云和乡村开启了“赏
花模式”，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记者采访
发现，云和先后举办了多届“梨花微雨”摄
影采风节，一个融雪梨产业、古色乡村、绿
色田园、乡村节庆活动为一体的农文旅产
业正在兴起。

自 2018 年开始雪梨特色农业强镇创
建以来，云和以农业功能拓展和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为主线，按“一带两心两环三点
四村”的功能布局，重点围绕“云和雪梨”
特色主导产业开展建设，为浙江省乃至全
国传统农业产业振兴探新路。

举办“梨花节”是顺应时代进步和城
乡经济发展出现的新业态，实现了从“卖
景物”到“卖景色”的转变，有助于乡村振
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不过，在疫情的影响
下，云和“梨花节”在带来诸多利好的同
时，也出现了“梨花经济”发展迟缓等问
题。

云和雪梨确实已经形成品牌，对云和
地方经济发展形成积极有效的拉动效应，
但主要停留在雪梨这颗果子上。虽然“梨
花节”办起来了，但是村民并没有积极去
对接“梨花经济”，雪梨产业链向前端延伸
收效还不明显。

“梨花经济”要想做大做强做活，就要
尽可能采取市场化手段，不仅要有传统、
规模，还要有产业和市场支撑，不断提高
城乡自我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内生动力。
2021 年 12 月，云和县农业农村局与上海
云野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云和
县沈村雪梨主题公园田园综合体项目招
商投资框架协议，标志着这一总投资 1500
万元的项目正式落户沈村村，成为盘活

“梨花经济”的有益探索。
以花为媒，延伸产业链，让梨花遍地

开的同时遍地结果、四季常旺——实现了
这些发展变化的乡村，便能升级成为休闲
旅游、文化传承、诗意栖居、创新功能的承
载之所，以生态之美和文化之美为乡村振
兴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

“花开百业兴”的
乡村探索

■本报记者 张李杨 程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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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深度··聚焦处州之花聚焦处州之花

■本报记者 张李杨 吴梓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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