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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在百年梨园的

朱万祥塑像

前段时间，笔者慕名而来
拜访鸭梨之乡阳信。在阳信县
城周边，几乎种满了梨树，成片
的梨园甚是壮观，开车穿梭其
中，就是想更多地见识梨乡的
风物人情。

路边有一座被称为“仙女受
梨”的雕塑，六位仙女每人手心托
着一个鸭梨，其中站在中央高处
的两位仙女，将鸭梨擎过头顶，从
很远就可以看到。仙女雕像栩栩
如生，又有那么好吃的鸭梨，来客
欣喜自在情理之中。鸭梨之乡不
仅有梨还有礼，人文之风扑面而
来。继续前行，看见一座写有“百
年梨园”的牌坊。

走过“百年梨园”，一座高
大的半身雕像立在路边一个小
广场中，让我惊喜。果然梨乡不
负所望，有这样一座塑像，就一
定会有一段与梨相关的故事。
雕像的正面底座写着：“省农民
状元朱万祥。”这一座雕像，至
少让我知道了三个“第一”：第
一次知道朱万祥大名，第一次
见到为一个农民立起的纪念雕
像，第一次听说“农民状元”这
个头衔。

雕像底座的背面这样介
绍：“朱万祥，男，1922年12月21
日生于山东省阳信县。幼年丧
父，家境贫寒，就读私塾五年，15
岁即随伯父栽培梨树，潜心鸭
梨生产技术研究。历经 5 5个春
秋，打破了桃三杏四梨五年的
生产常规，取得了鸭梨提前结
果优质高产等科研成就，荣获
山东省科技进步成果奖，省鸭
梨大面积增产开发试验奖，使
阳信鸭梨生产有了突破性发
展。阳信鸭梨五次蝉联全省梨
系列总分第一，三次荣获全国
优质水果金奖。上述成绩的获
得均凝聚着他的心血，他被授
予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省农业
科技状元，地区专业技术拔尖
人才，阳信鸭梨专家等光荣称
号……他长期的探索追求，使
其积劳成疾，于1992年5月23日
病逝，终年70岁。为继承和发扬
朱万祥的奉献精神，发展阳信
鸭梨生产，特立碑纪念。”

朱万祥塑像是在他去世后
的第二年春天由阳信县人民政
府所立，那应该是梨花盛开后
梨树开始结果的季节。梨乡人
民念及朱万祥对于阳信鸭梨发
展做出的杰出贡献，为一个农
民立碑塑像。

与“百年梨园”隔路，就是朱
万祥的家所在地梨园郭村，一个
以梨为主题的梨园小镇正在建设
中。或许这是朱万祥老人生前没
有想到的，也可以告慰朱万祥老
人：他的未竟事业，不断继承发
展，今日梨乡日新月异。

阳信鸭梨

种植历史

阳信鸭梨种植历史悠久。据
记载，这里早在唐朝就有农民栽
种土生土长的梨子，但那时还不
叫鸭梨，我们暂且称之为“土梨”。
到了宋朝，土梨渐成规模，虽然没
有出现成片梨园，但也是小梨园
遍布。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到了清
朝末年，在梨园部、八里庄一带有
了面积较大的梨园，阳信梨的种
植甚至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
来源。

阳信鸭梨就是在这个时间
节点，经过了一代又一代梨农
的反复实验、更新换代，淘汰旧
品种，培育优良梨树，渐次取代
原有的土梨。由于成熟的鸭梨
形状如鸭蛋，因而称为鸭梨，现
在鸭梨已成为阳信梨的主要品
种。

阳信鸭梨种植成功，与当
地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阳信
地处黄河下游，北临渤海湾，土
壤以黄河冲积平原的泥沙湿土
为主，土层较厚、地质松软，并
有适度碱性，对于鸭梨成长非
常有利。这里年均日照为2780小
时左右，无霜期最高达270天，尤

其是鸭梨成熟前的9月，全月日
照总数达到240小时。这促进鸭
梨成熟前的养分积累、果实膨
大、糖分增加、上色均匀、形态
亮丽。

也许这就是当地一些老人将
阳信鸭梨亲切地称呼“老鸭梨”的
原因。在他们看来，阳信鸭梨的品
质始终如一。

朱万祥对阳信鸭梨的

主要贡献

阳信县良好的自然环境，
是鸭梨质量好、产量高的基本
条件。以朱万祥为代表的梨农
全身心投入到鸭梨的种植培育
改造中。

“省农民状元朱万祥”对阳
信鸭梨的技术革新，主要有这
样几个突破性成果。首先是病
虫害的治理效果明显，种梨树，
最难过的是虫害这一关。为了
研究治虫的方法，朱万祥用农
村家里筛面的箩，把虫子罩在
梨树上，然后抓住放到罐子里，
定点观察虫子的生活习性，以
此确定人工捉拿或药物治虫的
时间表。

夏天的梨园密不透风、潮湿
闷热，朱万祥在梨树底下一待就

是大半天。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免
受虫害打扰，他直接把手脚用布
包起来，在头上套一个塑料袋，制
成防护服。经过几个生长季的反
复观察，他终于摸透了病虫的习
性与规律，使无病虫害果实达到
96%以上。

在与梨园郭村村民交谈
时，几位年轻人表示对未曾谋
面的朱朱万祥很是佩服，虽然
他们没有见到过老人家亲自捉
虫的场景，但他们认为这很不
可思议。这是因为，梨树特别容
易招引一种毛毛虫，一旦人的
皮肤与之接触，马上招致大片
红肿，奇痒难耐、多日不消。只
有朱万祥老人能坚持灭虫，并
取得有效的成果。

朱万祥还解决了梨树大小年
的问题。梨树一般都有大年、小年
之分，大年就是果实的丰收年，不
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小年则果
实欠收，量小质次，这是一直困扰
梨农的历史性难题。治虫取得的
成就，让朱万祥看到了解决梨树
大年、小年的曙光。

过去普遍认为，梨树的大
小年是因为当年的气候等自然
条件导致的。朱万祥在对阳信
县城周边不同地域、不同年限
的梨树进行观察，他发现肥水

充足、梨树健硕，春天梨花相应
就多起来，但是梨花多却并不
意味着坐果就多，朱万祥很是
困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
朱万祥看见梨园旁边的小菜地
里有人在给葫芦接花传粉，使
他茅塞顿开，于是他想到用酥
梨与鸭梨接花传粉，配合人工
授粉。他还买了20多箱蜜蜂在盛
花期放蜂，借助蜜蜂传花授粉。
这个实验虽然取得了一定效
果，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梨树
的“大小年”难题，而且朱万祥
不知被蜜蜂蛰了多少次。

朱万祥骨子里有一股不服
输的钻劲，他继续观察、实验，
找到一些门道。他发现，当年梨
树开花的多少，应该取决于上
一年夏天梨树形成花芽的多
寡，因此要解决大小年的问题，
首先要着手调整、平衡梨树本
身储备的能量分配。大年时花
多果多，需要的养分就多，这又
要为下一年形成花芽做储备，
两者必会争吸养分。如果两者
所需养分超出梨树本身能量储
备，梨树第二年就没有力量开
花，没有花，哪来满树的果子？
如果花多却瘦弱无力，果子营
养不良，结的果子虽然数量多，
个头却小，同样形成小年。

朱万祥从认识上找到了梨树
大小年的成因，于是他大胆提出
设想，就是把种菜与果树管理技
术相结合，相互借鉴。经过试验，
大年成果丰硕，小年也不再出现
明显差异，大小年趋于平衡。为此
朱万祥获得山东省科技成果三等
奖。

在果树种植行当，早有“桃
三杏四梨五”的定律，意思是桃
树结果需要三年、杏树要四年，
而梨树需要五年，在过去相当
长的时间里，没人怀疑这句话
的合理性。朱万祥决心解开“梨
树之谜”。

有一年，朱万祥发现一株只
有两年树龄的梨树开花了，坐下
十多个果实。围绕这棵小梨树，他
从树根仔细观察到树梢，他发现，
原来梨树的顶枝，就是最上边的
树枝曾经被折断过，促其形成腋
花芽，第二年就开花结果。受此启
发，朱万祥研究出一套幼树摘心
的办法，把小树的主枝掐断，刺激
春芽和新枝生长，增加营养，辅以
整形。如此一来，梨树三年结果、
六年丰产、八年亩产超万斤。这项

“幼树变化性密植早期丰产试验”
获得成功，并获得山东省优秀科
技成果三等奖。

朱万祥以科技手段使幼树实
现提前两年结果，同样通过技术
革新，他还使老树还童，老树发新
芽。作为“阳信鸭梨大面积开发试
验”省级课题的主要承担者，他用
七年的时间，与团队其他成员辛
勤劳动，于1990年完成试验，取得
山东省科技成果三等奖。为造福
一方立下汗马功劳。

宁静的梨园郭村祥和美丽，
朱万祥面带微笑的塑像，被村民
擦拭得干干净净，这是郭村人民
对他执着的爱。

（本文作者为高级记者、媒体
从业者）

一座为农民状元朱万祥矗立的雕像

县城旅行记⑦

山东是产梨大省，东有酥脆甘
甜的莱阳茌梨，西产形如鸭蛋、皮
如星点的冠县、阳信鸭梨。山东不
仅梨的品种多，重要的是品质高，
种植历史悠久，而且有一代又一代
梨农不断进行技术革命，提升品种
质量。

阳信鸭梨专家朱万祥就是一
位农民状元，他多次获得省级科技
进步奖，被评为山东省科技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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