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颗大樱桃，凭啥“红”了151年
“好果子”是最大竞争力，为让樱桃红更好绽放，烟台拉开“樱桃革命”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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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烟台开发区西臧家村，果农在地里采摘大樱桃。

记者 秦雪丽 梁莹莹 吕奇

老树结新果
一位老果农的品种试验田

作为烟台大樱桃主产区，当下的福山，满眼皆
是樱桃红。

在烟台福山区回里镇东黄山村，有一处特殊
的樱桃园，果园主人叫赵韶峰。大棚樱桃园内，不
少樱桃枝条都拴着红绳，标注着编号，通过嫁接的
形式，赵韶峰让这片老果园，结出了鲁樱5号、俄
八、蜜露、蜜脆、佳红等十多个新品种樱桃。

种了30多年大樱桃，赵韶峰是村里公认的技术
能手，“市场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品种感觉还是相对
单一。”早在三四年前，对市场敏锐的赵韶峰就意识
到问题，开始探寻适合这片土地的“新果子”。

多年的种植经验告诉他，外地的好品种不一
定适合烟台，盲目种植可能给老百姓带来损失。

“只有自己种过，才能心里有底。”抱着这一质朴想
法，赵韶峰将自家大棚变身为村中的“试验田”，谁
家想种植发展新品种，总会到他的果园瞧一瞧。

“我们一般会观察2-3年时间，如果坐果率、
口感都特别好，就会买来原木苗推广种植。”赵韶
峰说，目前已选育出2-3个优良品种，下一步准备
扩大种植。同时，老果树嫁接新品种的方式，由于
成本低、收益快，受到很多老果农追捧。

在推陈出新中，烟台大樱桃频现“新面孔”。在
6月8日举行的“烟台大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精英
赛”活动中，一盘盘大樱桃让人垂涎欲滴，红色、紫
色、黑色、黄色……色彩斑斓、晶莹剔透，涉及多个
新品种。

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专家李延菊介绍，市
场上种植的樱桃主要分两类，国内自主选育品种
和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种。近年来，烟台市农科院果
树研究所一直加大新品种的研究，选育出福星、福
晨、黑珍珠等优良品种，实现了早中晚、硬脆甜、红
黄黑的全覆盖。

樱桃地里撑“伞”
智能设施栽培甜头多

在烟台春歌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赵阳春看来，
今年的大樱桃又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2020年，烟台大樱桃开花期遭遇降温霜冻，产
量降低；2021年，采摘期赶上阴雨天、冰雹，果子裂
口；今年坐果期又遭遇降温霜冻等恶劣天气，减产
已成定局。

“相比露天种植，设施栽培更有保障，效益也
更高。”赵阳春用亲身经历，讲述了设施栽培的好
处和甜头。2009年，赵阳春回到村里流转土地，开
始大樱桃种植之路，目前拥有6亩大棚樱桃，50多
亩露天樱桃，其中10亩露天樱桃加盖了防雨棚。

“暖棚樱桃受天气影响较小，产量每年都很稳
定。”赵阳春说，以露天樱桃为主，去年很多果农的
美早樱桃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裂口，卖不上价，自己

由于加盖了
防雨棚，基
本 不 受 影
响，每斤25
元，都不够
卖的。

在赵阳春看来，加盖防雨棚有很多好处，除了
采收期避免樱桃裂口，还可以减轻霜冻降温天气
对樱桃的影响，“我有8亩樱桃处于洼地，今年由于
降温霜冻影响，樱桃花都被打了，近乎绝产。”赵阳
春说，如果加盖防雨棚，就会好很多，他准备明年
再增加一些防雨棚。

作为烟台发展暖棚设施樱桃的第一批人，王
典松吃足了“甜头”。在设施栽培和露天种植的相
互补充下，他的大樱桃从春节前，一直可以销售到
6月底。

面对不可预测的天气因素，烟台也在政策方
面积极引导果农突围。早在2016年—2019年，烟台
福山区对于发展设施栽培的农户，每亩给予2万元
扶持，全区大樱桃设施栽培由2016年的不足400
亩，发展到现在的2000多亩。

赵阳春感慨地说，防雨棚如今越来越智能，测
温计、驱鸟器一应俱全，还能根据天气调整温度，
延长采收时间，避免扎堆上市。

种出好果子
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在水果领域，优果优价是不争的事实。“今后
的竞争，是品质的竞争，而不是产量的竞争。”烟台
蔚林科技负责人林蔚林认为，“好果子”是最大竞
争力，市场上并不缺樱桃，缺的是好樱桃。

如何种出更优质的果子，也成为摆在烟台果
农面前的考题，改革的第一把斧落在了“老旧果园
改造”上。在樱桃种植过程中，赵阳春果断伐掉了
20亩老果树，栽上了产量高、效益好的新品种。“老
果树产量低，优质果少，卖不上价，砍树栽新苗虽
然需要三四年的等待期，但长远来看，值！”

相对于赵阳春的釜底抽薪，同村果农赵静对
老果园的改造则是另一种方式，在修剪枝条和疏
果上下功夫，只要影响果子整体品质，就果断剪掉
或剔除，透风、透光，形成很好的小生态，在气候导
致减产的大环境下，他的果园硕果累累，仍是一片
丰收景象。

为推进老旧果园改造，早在2016年，作为烟台
大樱桃主产区，福山就对全区新发展或进行老残
果园改造达到10亩以上的，区级财政每亩分别给
予3000元和2000元奖励。

对标市场，不吃老本
“樱桃革命”拉开帷幕

1871年，美国传教士倪维斯将第一株大樱桃
树引入烟台福山，截至目前，烟台大樱桃已经151
岁了，历经一代代果农辛勤耕耘，烟台大樱桃已成
为享誉全国的一张“金字招牌”。

2020年，烟台大樱桃区域品牌价值达53 . 72
亿元；2021年，烟台大樱桃面积34万亩，产量24万
吨，品牌价值达到55 . 96亿元，成功入选“中国最
受市场欢迎的樱桃区域公用品牌20强”……

各种荣誉傍身的烟台大樱桃人，并未安逸于
此，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不进则退，一场追求高质
量发展的“樱桃革命”悄然拉开帷幕。

对标国内国际市场，立足大樱桃产业，烟台市
农业农村局积极找差距、找短板、探路子，引领烟
台大樱桃产业转型升级。在拓展国内市场的基础
上，大力开拓日本乃至欧盟市场，促进烟台大樱桃
由产业大市向品牌强市转变。

记者 梁莹莹 秦雪丽 吕奇

直播团队进樱桃大棚

6月3日，第十六届中国·烟台大樱桃节在福山
区门楼街道举行。果农赵阳春的大樱桃因为个头
硕大、口感甜美，被消费者抢购一空。

家住福山区回里镇东黄山村的赵阳春是名退伍
老兵，2009年开始种植大樱桃，目前有三个樱桃大棚，
还有50多亩凉地大樱桃。他家的大樱桃2019年获中国
有机食品认证。“我家的大棚樱桃很多是直径32-34毫
米的特级果，还没开棚，老客户就开始预订，4月中下
旬陆续发往广州、深圳、贵州等地。”赵阳春说。

在赵阳春的朋友圈里，有这样一个视频，樱桃大
棚里，一串串大樱桃像小红灯笼，赵阳春豪气地配
文：坐等商贩来。结果，不但商贩来了，还引来一个十
几人的直播团队。“这个直播团队在大棚里前前后后
待了一个月，十几个人各司其职，选品、配货、售后，
一条龙服务，3位主播从早到晚直播。”赵阳春告诉记
者，他的大樱桃销售30%来自电商，30%来自固定客
户，30%来自商贩，还有10%是消费者主动上门采购。

近几年，在政府和电商创业者努力下，烟台大
樱桃改变了“提篮叫卖”模式，善用互联网力量，为
樱桃产业注入更多发展新动力。

6月7日，2022年烟台电商节暨烟台大樱桃线
上销售启动仪式举行，烟台市商务局与阿里巴巴
数字农业签署乡村振兴合作意向书，快递企业与
供货商签订服务意向书，福山电商企业则与合作
社签订采购意向书。

打造樱桃大IP

如今，不少“果二代”已不满足于父辈传统的
管理和销售模式，而是注重品牌化管理，挖掘品牌
故事，打造樱桃大IP。

家住烟台开发区西臧家村的臧瑜是名“80
后”，父辈从1985年开始种植樱桃，37年间，从最初
的1亩地，如今已经发展到100多亩，不到2万棵凉
地大樱桃。2010年，22岁的臧瑜从青岛科技大学毕
业，学产业设计专业的她，开始利用互联网帮家里销
售大樱桃，她不断在各种论坛、各种群里找客户，当
年就把自家樱桃用空运发到了上海和广州。

2019年，在电商平台做得风生水起的臧瑜，意
识到短视频的风口来到，于是转战抖音，把父辈种
植大樱桃的故事拍成短视频，两个视频引来1500
万浏览量，每个视频下面挂的小黄车也有几百单
成交。早在2014年，臧瑜就把自家大樱桃注册了“樱
磁山庄”品牌，父辈种植樱桃37年，包装上的品牌文
化就是“37年不将就”。

如今，“樱磁山庄”的大樱桃70%-80%通过互
联网销售，20%通过批发市场和地摊营销。做品牌
文化的同时，臧瑜还有一个大胆设想，“我想在山
上建一个大樱桃博物馆，打造自己的樱桃IP，让樱
磁山庄大樱桃走得更远。”

樱桃衍生品进星级酒店

6月7日，烟台机场发出10个“樱桃航班”，打破机
场“樱桃航班”单日发送纪录。2014年，由烟台机场始
发的首个“樱桃航班”启航，鲜果电商销售快运模式
自此拉开序幕，至今已是第九年。从第一年只有1架
飞机，到现在全力争取B757、B767大型全货机执飞

“樱桃航班”，快速直达杭州、深圳、成都等200个城
市，实现大樱桃24小时内运抵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

从鲜果销售到樱桃采摘游，再到樱桃汁、樱桃
酒等深加工模式，烟台大樱桃的产业链也一直在延
伸，衍生品层出不穷。在第十六届中国·烟台大樱桃
节上，来自烟台市沣盈果蔬销售中心的100%樱桃汁
颇受欢迎。中心负责人车涛介绍，这款樱桃汁有玻璃
瓶装和易拉罐装，主要销往烟台三星及以上酒店。

2004年,烟台同心酒业有限公司瞄准果酒的风
口，开始做大樱桃酒，经理王丰介绍，目前最贵的樱
桃酒一瓶可以卖到588元，最便宜的也要228元。公司
研发的樱桃起泡酒，一瓶12元，很受年轻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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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五六月
份，山东烟台就
进入“大樱桃时
间”。在手机上下
单后，从地头到
餐桌，往往只需
24小时，电商运
作已成为烟台大
樱桃销售的成熟
模式。

作为中国大樱桃的发祥地，今年，烟台大樱桃151岁了。
一颗樱桃红，享誉海内外。多种荣誉傍身的烟台大樱桃，也正经历着一场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的自我革命，品种推陈出新、老旧果园改造、推广标准化设施栽培……面对当下竞
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如何种出更多好樱桃，成为摆在烟台果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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