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南街道花坝村，距离綦江城区仅 3公
里。走进村子，姹紫嫣红的花草、炊烟袅袅的农
舍、长势喜人的瓜果蔬菜……充满绿水青山的
田园诗意。村中的“李葡萄”远近闻名，每年夏
天的葡萄采摘季节，蜂拥而至的私家车让葡萄
园热闹非凡。

“李葡萄”果园老板本名叫李远孝，因葡萄
种得好，被乡亲们称为“李葡萄”。

李远孝本是一名乡村医生，乡村振兴战略
让他看到从事农业产业的美好前景，于是决定
投身乡村农业，种植一片“梦想果园”。

对于种植水果，李远孝是一个门外汉。
2008年底，经过多方打听，李远孝前往浙江嘉
兴，拜师时任全国葡萄协会副会长杨志元，学习
葡萄种植技术。

“搞种植离不开‘三品’，即品种、品质和品
牌。”李远孝从师傅那里取到了“真经”：“种葡萄
首先要选好品种，其次是种出好品质，最后是打
造好品牌。”

2011年，李远孝在古南街道金桥村流转
40多亩土地，种了30亩葡萄和10多亩桃子、
李子。

学成归来的李远孝，将所学到的经验和知
识应用到果园的种植管理中，葡萄按早、中、晚
熟搭配种植，采摘期从六月到九月；按不同形
状、不同颜色、不同口味栽培，适应各类消费人
群。特别是自主通过芽变选育的葡萄新品种
——黑皇一号，不但早熟，还粒大味美，是一个
很有市场潜力的新品种。

2013年，李远孝先后获得农业农村部农产

品质量安全中心颁发
的8项证书，其中绿色食
品证书3个、无公害认证证书
5个。

2019年，李远孝在金桥村的果
园因征地被拆迁，后在古南街道办事
处的帮助下，在古南街道花坝村以集体
经济入股分红的形式流转了100多亩土
地，组建葡萄股份合作社。

李远孝将果园定位为生态观光采摘果
园，园内既有整齐划一的葡萄长廊，又有造型独
特的桃、李树，是一个集农业科普文化、赏花品
果、农耕体验、林下捉鸡网兔、果树认养、垂钓比
赛于一体的大型水果采摘园。

“目前果园共有5000余棵果树，采摘期主
要集中在5月份到国庆节，果树下散养的土鸡、
兔子、大鹅与果树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游
客采摘水果的同时也可亲自捉鸡、拾蛋、网兔，
享受大自然原生态的乐趣。”

作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又是特色水果种
植的“土专家”，李远孝对自己多年积累的水果、
家禽的种养技术从来都不保密，而是手把手地
传授给大家，还免费给村里的贫困户提供果树
苗木，不定期指导种植技术，带动一方乡亲增收
致富。

2019年，李远孝的葡萄股份合作社被綦江
区政府命名为“产业扶贫基地”。同时，重庆市
农业农村委授予李远孝的果园“重庆市新型职
业农民创业孵化基地”。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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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元一公斤、供不应求的柑橘，你
吃过吗？

这颗受到全国消费者和柑橘专家
热捧、价格更是直抵当前国内柑橘价格

“天花板”的果子，便是江津区重庆归来
果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农科院柑桔研究
所合作、引种栽培的“阳光1号”橘柚。

7月11日，江津先锋镇麻柳村归来
果业种植基地，大门前一块巨大的石头
上“王者归来”4个红字分外醒目。基
地负责人张宗强说：这既是归来果业得
名的由来，也是投资人陈蓉和基地全体
员工的梦想——王者归来，让江津柑橘
重现往日辉煌。

江津柑橘原来是和江津老白干、涪
陵榨菜、合川桃片等重庆知名土特产同
样的存在。后因多方原因而渐渐沉寂。

已在新能源电池产业取得不俗业
绩的陈蓉是土生土长江津人，念念不忘
江津柑橘“小时候的味道”，于是决定反
哺家乡农业。2015年，在江津先锋镇
麻柳村流转了近800亩山地，种植柑
橘，并将种植基地命名为归来果业，同
时从成都一家知名果园挖来了四川农
业大学毕业的张宗强担任基地负责人。

种植基地建成后，归来果业与中国
农科院柑桔研究所结对合作，成为中国
农科院柑橘桔究所的种植试验基地；并
邀请国内顶尖的柑橘种植专家——国

家柑橘工程中心常务副主任、原中国农
科院柑橘研究所副所长彭良志教授担
任基地的首席技术顾问，组建自己的技
术团队。

基地建成，栽种什么品种？彭良志
建议：“我们柑研所花了10多年选育出
了一个新品种叫‘阳光1号’橘柚，经过
几年培育观察，其形状和果品都不错，
但栽培管理难度较大，国内许多种植基
地因此打了‘退堂鼓’，要不你们基地来
当这个‘吃螃蟹的人’，在全国第一个试
种这个品种看看？”

陈蓉和张宗强听后，十分心动，但
因基地初建又有几分犹豫，彭良志承
诺：“我亲自到基地来给你们作技术指
导，保驾护航！”干！

自2016年开始，归来果业便陆续
引种了400亩“阳光1号”。2018年“阳
光1号”开始陆续挂果，但问题不断涌
现：“阳光1号”枝条上的锋利尖刺让日
常管理十分困难；果树抗病性弱，不能
和其他品种果树混种；最关键的是容易
裂果，让一年的辛苦付出付之东流。

好在有彭良志带领的柑研所专家
团队随时指导，基地最后决定对“阳光
1号”进行设施化种植，才解决了果树
抗病性弱和容易裂果等一系列的情况。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2022年
“阳光1号”开始大批量挂果，并上市销
售。如今，“阳光1号”卖出了每公斤40
元以上的高价，并申请了“江小橙”商标，
市场受欢迎程度超过前几年的褚橙，成
为国内柑橘类水果价格的“天花板”。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这一颗猕猴桃拥有“身份证”
又是南川大观镇一年一度水果陆续成熟

开园采摘的季节。7月10日，沿着大（观）木
（凉）公路驱车前往大观镇铁桥村，穿过成片的
稻田和荷塘，转过一个弯，眼前豁然开朗，一片
平坦开阔的果园出现在眼前，阳光穿过层层叠
叠的猕猴桃树叶子，照射在密密麻麻的长着绒
毛的猕猴桃果子上，分外喜人。这便是位于大
观镇的重庆彩丽农业猕猴桃果园。

“今年夏天前半部分雨水充沛，利于猕猴
桃果子生长膨大，所以今年的猕猴桃个头普遍
比往年要大一圈，园子的猕猴桃还有一个月才
能开园采摘，但愿接下来的天气雨水少一点，
利于猕猴桃上糖，但今年猕猴桃丰收肯定已成
定局。”果园负责人毛胤刚指着目前已有鸭蛋
大小的果子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猕猴桃拥有

“身份证”——南川农产品安全追溯二维码，吃
着放心！

重庆彩丽农业猕猴桃果园种植面积达
300余亩，位于南川生态农业园区核心区域大
观镇铁桥村，是一个高标准、规范化种植的绿
色生态果园。其距离渝湘高速大观互通3公
里，距南川区16公里，离重庆主城不到一小时
车程。

果园主要种植红心、绿肉和晚熟黄肉3个
品种的猕猴桃，约2.7万株，果园海拔超过700
米，森林覆盖率达51%以上，四季分明，夏季
昼夜温差大，还原了猕猴桃口感软糯香甜、风
味浓郁的原本品质。其中口感最甜的红阳红
心猕猴桃，糖度接近20，被许多前来采摘的市
民称为“冰糖猕猴桃”。

果园种植的猕猴桃分为早中晚
熟品种，成熟期从

8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1月，长达4个多月，年
产350多吨猕猴桃鲜果，产值达500万元。

彩丽农业种植的猕猴桃自2016年起连续
三次获得国家绿色食品中心的绿色食品认
证。2019年、2023年两次被评为重庆市名牌
农产品，同时获得重庆市“巴味渝珍”农产品
授权使用资格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毛胤刚介绍，2022年，南川区农业农村
委实施农产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将种植企
业产品信息码，承诺达标合格证信息码，农
产品溯源信息码三码合一，开始在全区
100多家示范性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
业、家庭农场推行。彩丽农业积极报名参
加，被纳入溯源平台，让果园种植的猕猴
桃拥有了“身份证”。现在，消费者只要
用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就能快速查
看猕猴桃种植、管理、肥料农药使用
以及采摘全过程的详尽档案，做
到真正的放心、安心。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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