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销衔接 电商救“柿”

丰收好“柿”节 繁忙且期待
姐妹花记者体验柿农的工作日常

走进舟山镇大路任村山坞自然村，

只见满山遍野的柿子树点缀着风景如

画的小山村。橙黄的柿子像一盏盏灯

笼挂满枝头，透出诱人的色泽。清晨时

分，在山风的吹拂下，记者跟随柿农丁

橙橘，头戴草帽，肩挑竹篮，手持长柄摘

果剪，一同前往山上。

丁橙橘向记者介绍，家里的柿子树

大多种植在山上。山上的土壤肥沃，富

含营养物质。而且，种植柿子的地方日

照充足。这使得山上的柿子树，结出的

果实通常比田间种植的更加甜美。

丁橙橘种植柿子已有 40 余年。种

植柿子的技术是她从家族中传承而来

的。她手法老练，仅需一瞥，便能精准

判断哪些柿子已成熟，哪些还需静待时

日。

记者跃跃欲试，并在她的悉心指导

下，优先挑选那些个头硕大、色泽金黄、

果面光滑的柿子作为目标。伴随着剪

刀清脆的咔嚓声，轻轻一按，沉甸甸的

柿子便稳稳卡在剪子上。随后，记者再

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果实放置于地面。

然而，采摘工作并不轻松。长时间

仰头向上，记者的颈部渐渐感到酸痛，

反复弯腰将柿子放入果篮，亦是对腰部

的极大考验。在阳光的暴晒下，记者的

额头渐渐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在采摘的间隙，丁橙橘向记者讲述

了她与柿子的深厚情缘。“我十几岁开

始跟着父母种柿子。结婚之后，我就把

娘家好的品种嫁接移植到丈夫家这边，

并和丈夫两人一同管理这些柿子树。

不知不觉 40 多年过去了，我的儿女都

已长大，但他们不太可能回来种柿子。

我今年 60 岁了，也不知道还能干多

久。”从年少时的懵懂到如今成为村里

的种柿能手，她的眼中充满对这片土地

的热爱与执着。

丁橙橘家柿子园所在的这片山地，

环境独特，适宜柿子树生长，但也面临

不少挑战。春夏季，随着气温升高，杂

草生长迅速，不仅抢夺土壤中的养分，

还成了害虫滋生的温床。“我们使用粘

虫板和生物农药，尽量避免化学物质对

土壤和水源造成污染。”丁橙橘说。

记者在观察柿子树时，发现了一个

有趣的现象：每棵柿子树的树枝上都有

一小段树皮被整整齐齐地刮去，并且被

细心地裹上了塑料。带着好奇，记者询

问了这种做法的目的。

丁橙橘微笑着解释道：“这是以前

相关部门的专家前来指导我们管理柿

子树时传授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被称

为环割。环割是为了提高果实的品质，

让养分主要集中供给果实，从而确保果

实能够更好地生长。”

修剪工作同样是日常管理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我们要剪掉那些徒长枝、

过密枝和交叉枝，保证树木冠层内部有

足够的空气流通和光照。”丁橙橘边操

作边讲解，“这样不仅可以促进果实发

育，还能有效预防病虫害发生。”

随着秋意渐浓，方山柿如宝石般缀

满枝头。这些历经风霜的果实，晶莹剔

透，甜度如蜜，令人回味无穷。近年来，

随着“中国方山柿之乡”丰收文旅活动

周等活动的举办，方山柿的品牌影响力

日益增强。然而，丰收的背后，却隐藏

着柿农们的忧虑。

山坞自然村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

便。种植柿子以老年人为主。加之许

多年轻人外出工作，不愿继续留在村里

从事这个辛苦且收入不稳定的行业。

而大部分老年人主要依赖传统线下销

售，缺乏有效的网络营销手段，导致大

量优质柿子难以走出山区，只能在土中

腐烂，令人感到惋惜。

实际上，丁橙橘的困境并非个例，

而是许多传统农业产区普遍存在的问

题。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农

产品线上销售已成为大势所趋，但偏远

地区的农民往往因缺乏技术和渠道而

错失良机。柿农要摆脱销路困境，实现

可持续发展，必须顺应时代潮流，积极

探索多渠道销售的发展道路。这不仅

需要他们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

的共同支持。

融媒记者 吕晓婷 见习记者 吕漪琳

微信关注“永报姐妹花”
获取相关资讯报道

全国巾帼文明岗
监督电话：87126426

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Y
B

J
M

H

■记者手记

06 YONGKANG DAILY

2024年11月26日 星期二

融媒编辑：章芳敏 融媒·永报姐妹花

丁橙橘的柿子园共有 140 多亩，品

种以方山柿和太秋甜柿为主，园里的柿

子树树龄都在二三十年以上。今年，柿

子产量较高。由于运输和销路问题，丰

收的柿子成了“幸福的烦恼”。

此外，今年的气候也对柿子产生

了一些不利影响。前期降雨量较大，

导致许多柿子脱落；而到了后期，降雨

减少，阳光充足，虽有利于柿子成熟，

但也使柿子个子偏小，外观欠佳。因

此，这些“甜蜜的果实”变成了“甜蜜的

负担”。

丁橙橘解释：“太阳晒得太厉害，柿

子的皮就会变黑。顾客购买的时候一

般都喜欢挑那些皮光滑好看的，晒黑的

那些就没人要了。其实，晒黑的柿子更

甜。”

记者了解到，由于柿子园海拔高，

山道狭小陡峭，车辆难行，运柿下山全

靠人力，非常艰难。不仅如此，由于山

高林密，导致合适的摘柿工屈指可数。

眼看销售旺季将过，一些柿子就要

烂在树上，丁橙橘很是发愁。“我们年纪

大，网上销售不会弄，只能在微信上卖，

能卖多少是多少。”丁橙橘透露，尽管销

售柿子面临挑战，但镇、村干部都在积

极帮助推介，尽力销售更多柿子。

长时间仰头采摘导致颈部酸痛

秋 去
冬来万物
休，唯有柿

树挂枝头。眼下，方
山柿迎来了一年一
度的丰收季节。对
于辛勤劳作的柿农
而言，这正是一年中
繁忙且充满期待的
时候。今年柿子产
量如何？柿农们在
忙些什么？11 月 25
日，姐妹花记者深入
田间地头，体验柿农
的工作日常。

修剪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柿农正遭遇“甜蜜的负担”

记者跟随柿农上山体验工作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