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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丘丘蜜蜜桃桃””之之殇殇
本报记者 韩杰杰

落寞的宿家埠

这个曾因“进京蜜桃”而名盛一

时的小村庄在秋风里显得格外凄

惶，若非当地人指点，它不能引起路

人的丝毫注意。

10 月的一天，记者悄悄造访了

宿家埠。一块刻有“安丘蜜桃基地”

的十米高的地标，早就贴上了路政
宣传标语，在秋风里显得格外凄惶。

若非当地人指点，这个距离安丘市
区 6 公里的小村庄丝毫不能引起路

人的注意。

顺地标往北，一座小桥，50 步，

桥头走到桥尾。那一侧，“安蜜大桥”

四个字已经被尘土覆盖。这座桥是
1994 年安丘蜜桃风头最劲时所建。

穿过桥，就是一片桃树。再往前走就
能看到一个朴素的村庄，路边堆着
玉米秸，农户的房顶上飘着炊烟。这

里就是宿家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这里出了不少让人羡慕的“万元户”

桃农。

1986 年，产自宿家埠园艺场的

蜜桃经省内众权威单位联合鉴定，

列为山东晚熟桃稀有品种，并正式
命名为“安丘蜜桃”。不久，安丘确定

在石堆、贾戈、城关、担山建立四大

蜜桃基地，并于 1988 年集中栽种了

5000 多亩新桃树。

10 月份正是安丘蜜桃上市时
节。此时村南路两边，有稀稀拉拉地

打着“安丘蜜桃”招牌的商贩。他们

热情地向来人张罗买卖，不厌其烦
地解说安丘蜜桃的种种优点，并会

递上一个裂纹密布的桃子，叫人尝

尝。他们说，裂纹是安丘蜜桃的标

志，裂得越多，桃越甜。

路边的小摊和果园外的货车，

是当地桃农的两大销售渠道。安丘

蜜桃基本是不进批发市场和超市

的。“十一”左右上市，不足 20 天，安

丘蜜桃就能在当地消化殆尽，不少

当地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吃，就下市
了。

被掐断的“出路”

箱子上只留一个永远打不通的

电话号码，安丘蜜桃就像被封在箱

子里，然后就被掐断了“出路”。

桃子要用特定的纸箱装好、售

出。这些纸箱多是一个模样：箱顶写

着“中国蜜桃之乡”(1996 年，安丘被

评为“中国蜜桃之乡”)，侧面写着
“安丘蜜桃”，顶部还有“连续六年被

中央特供处指定为国宴用品”的宣

传语。

箱子上没有品牌，没有商标，只

留一个电话。可这个电话无论怎么

拨打，都是冷冰冰的人工回复：“对

不起，您拨的号码不存在”。安丘蜜

桃就像被封在箱子里，然后“掐断”

了来回的“出路”。

在老桃农宿明红那里，记者找

到了“号码不存在”的答案。20 多岁

便与桃树打交道的老宿，承包了 17

亩桃园，其中 9 亩种了安丘蜜桃。为

了方便销售，他找人制作了箱子，并

把自己的电话印上。不料，这个箱子

被众多商贩盗用。不得已，老宿将电

话报停。“他们把箱子当包装使，有
‘安丘蜜桃’四个字就行了，不在乎
箱子上有没有电话，电话通不通。”

老桃农们都喜欢讲过去的事
儿，好像在讲古的时候，能找回遗忘

很久的甜蜜和满足。老宿说，宿家埠
以前全是桃园，1994 年前后最风
光，桃子往北京、上海销，价奇高，周

边的外地人也来买桃。北京那边来

要货一要就是一万斤，要那种个头

4 两以上，桃上没裂纹或只有一条

不长于 3 公分裂纹的，出价一斤曾

达到过 6 块钱，说挑去的桃子要当

国宴用品。

10 月 1 日开园起，老宿和老伴

就开始摘桃，有时累得胳膊都抬不
起来。“老了，干不动了，桃园累人

啊，一年四季都得照料着。记者同

志，你看看能不能帮我们把桃园包

出去？”老宿的老伴一脸认真地问。

断代之后的遗忘

原来的桃林，有的种上了玉米，

有的种了大姜，有的则成了工业园。

宿家埠的桃林，终于还是断代了。

2003 年前后，上世纪 80 年代集

中栽种的桃树，都到了十五六岁的

“高龄”。产出的桃子不再甜美，裂纹

多起来。于是，这片承载过小村村民

所有期待的桃林，集体被伐倒了。

宿明红说，砍了之后不能接着

种新桃树，怕重茬，一重茬，桃树就
容易生病。要先在原地种三四年其

他作物，然后才能再种桃。桃种上

后，第三年结果，五至十年接的果子

最好吃。

由于蜜桃基地的桃树基本是同

一时期栽种，又是安丘蜜桃的集中

种植区，桃林被砍后很难再找新地

方种桃。于是，原来的桃林，有的种

上了玉米，有的种了大姜，有的则成

了工业园。

宿家埠的桃林，断代了。

桃园“寿终正寝”的时候，正是
大姜收益最好的年头。石堆镇水浇

条件不错，土壤适合种大姜，大姜亩

产一万多斤，清明种，霜降收，忙活

半年，就能收入一两万。桃树不一

样，一年四季都得管，亩收也就是大

姜的一半。

因缘际会，很多桃农开始种大

姜。

“去年刨了果园种了几亩大姜，

大姜效益好，二亩桃园换一亩大姜

的钱。”村民宿光杰 1989 年开始种

桃，如今他还育苗，种大姜，桃园仅

是他的副业。村民算账很实在：大姜

一年生，效益不好，第二年还能种别

的，但是桃树一种就得一二十年。

抚不平的“伤口”？

很多人都会问，经过了 24 年的

起落，安丘蜜桃“身上的伤口”还能

不能被抚平呢？

王国庆惋惜地说，他已经“四五

年没买到过安丘蜜桃了”。这位潍坊

市果树站的技术人员，看问题更清

楚客观。

张牙舞爪的裂纹，是安丘蜜桃

最明显的特征。但在王国庆眼中，这

却是安丘蜜桃难以“走出去”的根

源。裂纹是细菌的侵入口，加之安丘

蜜桃本身糖分高、果肉细腻，致使桃

子常温下仅能保存三四天。品牌的

打造离不开销售，销售除了品质还

要依靠储存期，三四天的储存期决

定了安丘蜜桃不能大规模远距离地

开拓市场。

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没研究

过。

1991 年，宿家埠蜜桃基地新栽

的桃树开始批量产果。那时，桃子裂

纹就比 1986 年的那批树产的桃儿

裂纹多。安丘市林业局人员请教专

家，专家给出的结论是，安丘蜜桃裂

纹，是后期果皮细胞生长速度低于
果肉细胞生长速度所致。

安丘果树站站长吴玉庆开始跟

其他技术人员一起试验，发现使用
了植物生长调节剂“PP333”的桃树

产果裂纹比不用的树要多。当时

“PP333”是应用很广的药剂，用上

它，果子产量大，唯一的缺陷就是裂

纹更多、甜度下降。于是，他们指导

果农弃用“PP333”。他们还发现，果

实成熟前期如遇降雨或浇水，桃子

裂得更开。果实成熟前一个月，使用
化肥也是如此。

前年，辉渠镇吴家沟的安丘蜜

桃出现了裂口、溃烂现象，烂果比例

达到 30%。他们试验过桃子“套袋”

防裂纹。然而，裂纹并未减少，套袋

反而造成桃子甜度降低，试验宣告

失败。

技术难题不能攻克，而科研资

金也告短缺。

近来，意识到品牌渐渐暗淡，

“重塑安丘蜜桃品牌”的口号被提了

出来。石堆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

任韩宪东说，他们去桃园走访，发现

有位桃农在安丘蜜桃的基础上多次

嫁接，开发出了改良蜜桃，口感好，

几乎没有裂纹。这些好的晚熟蜜桃

品种是有很大推广价值的。

“安丘蜜桃这个牌子不能丢。以
前品牌保护意识不够，安丘蜜桃淡

出。但品牌意味着资源。”潍坊市果

树站副站长王国庆说。

然而很多人都会问，经过了 24

年的起落，安丘蜜桃的“伤口”还能

不能被抚平呢？

一个因蜜桃而盛的

地方，现在因它而痛。

上世纪 80 年代，

“安丘蜜桃”是潍坊水果
中叫得最响的“金招

牌”。六进京城、国宴专
享、最早的一批“万元

户”果农……这些词汇
如今从安丘石堆镇宿家

埠的村民口中说来，都
有种讲古般的神秘、敬
畏、得意和失落。

这里是“安丘蜜桃”

的诞生地，也是托了蜜
桃的福，宿家埠曾经“红
得耀眼，甜得像蜜”。

时间仿佛转了一个
圈，24 年过去，曾经甜

美的安丘蜜桃却已经风
华不再，迟暮美人一般
落寞，一如这个渐渐被
遗忘的村庄。

曾经的桃林
已经变成了
农田

待 售 的

安 丘 蜜
桃

“大中城市一片堵，开车上路都叫苦。”

——— —— 交通拥堵已成为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的共同“心

病”。有学者指出，私家车的鼓励购买、限制使用，应该成为

全国性规范。

“应该理性爱国，之前有些人主张抵制日货，可是全球化进

行到今天，要看清楚，索尼产品 95% 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

不愚蠢吗？不要被那种看来很激进很爱国实际上误国的言

行所忽悠，那是害国家的事情。”

——— 前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

“像这样不惜投机、只求成功的学生，将来从事学术研究，或

者当官、做事，恐怕都不能让人放心。”

———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批评现在的学生急功近利，

总希望找秘诀、走捷径

“母鹅孵蛋，停止施工。”

——— 为了不打扰一只在工地孵蛋的母鹅，英国一价值

上百万英镑的建筑工程的承包商将工期推迟，还派工人在

“产房”旁全天守护。木板上贴着黄色警示标识，上面写着

“母鹅孵蛋，停止施工”。

“个别地方领导干部一年省里没少来，北京也没少去，但没

有几天是跑项目的，招商活动一次都没有，而对晋升提拔却

反复揣度，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地跑组织部。”

——— 黑龙江省日前举办全省项目建设前期和融资工作

培训班，省长栗战书在开班式上告诫少数基层干部少 “忽

悠”、多实干。

“神木现在人均一年的费用不到 400 元，就已经做到 90% 的

报销率了。换到广东，1 亿人，需要 400 个亿，才多少钱?广

州搞一个污水工程都要 500 个亿，为什么不能花 400 亿搞

医保？”

——— 广东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广东完全能复制神

木医改模式，实施全民免费医疗。

“我特别想去给富士康那些孩子讲课，我出场费挺高的，但

这次免费讲。讲完了就不会再有人跳楼了，我这么一个只上

过小学 4 年级的人，都能混得不错，活生生的例子。”

——— 童话大王郑渊洁说他找准了人生定位，理想是当

律师，专门替“受气”的老百姓维权,并表示想去富士康讲

课。

“这项挫败令人愤怒，如心碎一般。”

——— 英国石油公司的漏油防堵计划失败，墨西哥湾污

染情况变本加厉，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应激烈，他形容这项挫

败令人“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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