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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而漫长的三伏天，正是水蜜桃成熟

上市的日子。

入口即化的桃肉、清甜弥漫的桃香、浓郁

饱满的桃汁，带来丝丝凉爽。北京平谷、江苏

阳山、浙江奉化、山东蒙阴、四川龙泉驿……

在一片片水蜜桃丰产地上，品种琳琅满目，口

味迭代更新。

这些口感丰富的果实，如何被选育栽培

出来？它们经历长途跋涉，如何能在接触各

地食客唇齿时，依然新鲜味美？让我们跟随

一颗水蜜桃，开启甜蜜之旅。

怎么种才更好吃？

合作化+规模化

时间：当天下午 5时
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街道

宝狮村桃园

气 温 居 高 不 下 ，汗 珠 顺 着 脸 颊 流 到 脖

颈。下坡入桃园，肖家捷一眼就盯上了一颗

红果果，“这颗桃子顶部没有‘尖尖’，方便长

途运输。”

摘了满满一筐果子，肖家捷就地一坐，唠

起这片果园的故事。47 岁的她是梦里桃乡

水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技术骨干，负责果园

的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杂草处理等，还要

带领工人分拣包装。

脚下的这片土地，是龙泉山特有的紫色

沙壤土，富含磷、钾，滋养片片水蜜桃果园。

以前，村里农户各种各的，单枪匹马，一来缺

技术，二来生产成本高，一年忙活下来，赚不

了多少钱。

2016 年，在龙泉驿区农业农村局的支持

下，51 户农民共同发起成立合作社，以土地入

股，实行规模化种植，统一生产、经营和销售。

坡地改梯田，翻耕起垄，栽下树苗，引入

水肥一体化设施……区里先后投资 3000 多

万元，开始果园改造。一时间，山间坡地上，

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2020 年，果园开始挂果，当年产值就达

150 多万元。如今，果园面积达 1400 多亩，其

中已有 400 亩丰产挂果。“农户每年每亩有近

2000 元的土地租金收入，还有股份分红。”肖

家捷微黑的脸庞笑盈盈的，“我们长期工每月

工资还有 3000 元哟！”

合作社的果子为什么好吃？

“ 一 在 品 种 ，二 在 管 护 。”她 说 起 种 植

窍门。

果园分为若干区域，栽种的“红玉”等新

品种都是四川省农科院的专家研发出来的。

肖家捷说，农科院在龙泉山上有试验基地，先

后有 9 个新品种经研发后开始试种。“一个新

品种从培育到试种，得七八年以上。”

最初，和肖家捷一样，大多数村民不懂技

术。“以前习惯冬季短枝修剪，跟专家一学才

知道，长枝修剪好处更多。剪了长枝，挂果才

多。”肖家捷说，专家常常到果园指导。有了

新设施、新种法、新品种，宝狮村的桃子越来

越好。“现在一亩能产 2000 多斤嘞。”她摘下

一颗白里透红的水蜜桃，“这就是‘红玉’，果

子更脆，味道也更甜。”

收拾妥当，提起筐子，扣上草帽，肖家捷

上坡往回走，迎面遇到种植大户赵纯智。

“今年你家果子咋样嗦？”肖家捷问。

“卖了一大半了，但不比合作社，今年农

资贵、成本高，天气一直旱，每亩纯收益要比

去年少些。”赵纯智今年 68 岁，种水蜜桃已近

50 年。虽说田里也引入了农科院推荐的新

品种，但他还是羡慕合作社统一生产，成本

低，还好卖。

当初改造时，有些农户果园没有加入。

“单户种植技术上难以及时得到专家的指导，

生产成本也高。”肖家捷说，由于资金有限，单

户很难扩大生产规模。

如今，合作社已有 147 户农民。“到明年，

我们另外近千亩果园就将丰产挂果，下一步

还要扩大电商销售规模。”宝狮村党总支书记

李小莉说，“合作社非常欢迎农户加入。”

鲜嫩果子怎么运？

专属“座位”+绿色通道

时间：下午 5时 45分
地点：宝狮村桃园快递揽收点

回到车间，快递车已停在门口。“就等你

了，肖大姐！”快递员罗毅问，“新摘的？这是

要发哪儿？”

“北京！”肖家捷赶忙打开纸箱，选果包

装。选果，首先要确保果子大小一致，“为了

满足长途运输的要求，除了顶部不能有‘尖

尖’，还得硬一些，一般要选八分熟。”

“分拣时除了要感知硬度，还要看有没有虫

眼。”合作社监事长陈庆丰介绍。目前龙泉水蜜

桃的分拣尚未实现自动化，但在无锡阳山，水

蜜桃自动化分拣已成为现实，分拣包装流水线

可自动根据果子的大小、甜度分辨等级，再进

行预冷处理，分拣能力每小时达 2.7万票。

桃子皮薄，运输过程中最怕磕碰，还闷不

得。为此，顺丰研发了“井”字拉伸珍珠棉套

装，波浪形的设计结合了缓冲、适配、透气等

多项指标。

“拉伸珍珠棉为每个水蜜桃定制了专属

‘座位’，运输过程中，果与果之间不会因颠簸

产生碰撞。同时，拉伸珍珠棉本身体积小，相

较传统包材占用仓储空间减少 50%、综合成

本降低 20%。”四川顺丰桃子项目负责人刘浩

说，水蜜桃的外包装一般采用“挖洞”纸箱，利

用开口保持透气性，延长保鲜时间。

“以前我们只能用纸板隔开每个桃子，防

撞效果一般，客户收货后经常发现有坏果。”肖

家捷说，今年有了定制包装，投诉终于没了。

要保鲜，是不是需要冷链运输？刘浩说，

水蜜桃走冷链反而容易坏。“三伏天使用冷

运，冷热环境交换会起冷凝水，水碰到桃子表

面，桃子就会掉毛，进而氧化加速腐烂。”

如今，几乎所有水果都有了自己专属的

包装材料。杨梅，多汁爱出水，采用塑料独立

格抽真空包装，再放置冰袋进行低温控制；小

白杏，怕磕怕碰，采用十字纹网兜独立包裹，

再配合塑料筐，保持通风透气……“在水果运

输上，包材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款合适的包

装，能大幅降低运输难度。”刘浩说。

装填完毕，胶带封口，上秤一称，刚好符

合重量要求；环顾一圈，装车完好，快递车点

火发动，驶向顺丰成都市双流航空中转站。

“到达中转场，我们将直接走生鲜专属绿色通

道，让水蜜桃快速上飞机。”罗毅说。

“速度越来越快了，基本当天发送，第二

天就能送达。”陈庆丰介绍，合作社与快递公

司签署合作协议，价格有优惠，每天至少 4 班

车到合作社揽收水蜜桃。2020 年，合作社桃

园只有不到 20%的果子通过电商销售；今年，

预计销售额能达 200 万元，其中通过电商销

售的能占到一半左右。越来越多远方的消费

者，能第一时间尝到新鲜。

为啥可以这么快？

货运专机+高铁专列

时间：晚上 7时
地点：成都双流机场

翻山越岭，经过 1 小时的跋涉，龙泉水蜜

桃顺利抵达成都双流机场顺丰航空中转站，

在这里，要经历消毒、分拣、装卸等流程，等待

登上次日凌晨 1 时 20 分飞往北京的航班。

消毒采用喷雾模式，只在纸箱表面进行，

在保证效果的基础上，既不弄湿纸箱，也不污

染里面的水蜜桃。

分拣有专门的生鲜分拣线。在顺丰的运

输体系里，生鲜品一直受到优待，一路“绿灯”

通行。

此 时 ，一 架 737 全 货 机 已 经 在 跑 道 等

待。随着 7 月 8 日 B757—200 加入顺丰航空，

顺丰的自有全货机达到 73 架。“只要是成批

量的生鲜件，我们都会优先使用自有全货机

运输，以保证时效。”双流航空中转站运营经

理陈大军说，消费者散发的生鲜件，若赶不上

趟，也会采用客机腹舱的方式进行运输。

今年以来，顺丰共为龙泉水蜜桃投入干

支线车辆近 1000 车次，投入专机 5 架，执飞

87 个班次，启用散航 9177 班次。截至 8 月 9
日，件量超 23 万件，重量超 1000 吨。而在阳

山，顺丰还配备了 400 架次 1 万余吨舱位的航

空资源和 9 条高铁专线，扩大水蜜桃销售半

径，6 月 1 日至 8 月 8 日，承运阳山水蜜桃包裹

超 400 万件，同比增长约 30%。

1 时 20 分，航班顺利起飞。每天，都有

近百个顺丰全货机航班在夜幕下陆续启航，

带着荔枝从广东飞往北京、杭州、成都等地，

载着杨梅从浙江飞往广州、长沙、深圳等地，

运着樱桃从山东飞往成都、杭州、武汉、北京、

广州等地，绘织出一张全国水果流通网。

陈大军告诉记者，全货机水果专线主要

集中在荔枝、樱桃、杨梅 3 类。截至目前，已

为荔枝规划全货机航线 23 条，樱桃 24 条，杨

梅 11 条。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水果也搭上了高

铁。5 月 23 日，随着一盒盒大樱桃在烟台火

车站被装上 G1850 次高铁列车，今年的“樱桃

专列”启程。2000 条线路、100 个城市，截至 6
月 3 日，顺丰“樱桃专列”已运出 6 万多吨樱

桃，助力烟台果农实现销售收入近 20 亿元。

最后一公里怎么办？

优先配送+合理存放

时间：次日上午 9时 30分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居民小区

伴随着清脆的手机铃声，快递员一早便

出现在记者家门口。查看物流订单，从头天

下午 5 时 45 分揽收，到今天上午 9 时 30 分送

达，才花了近 16 个小时。

“早上，从机场进市区的高速堵车了，不

然 8 点就该到了。”快递员宋得柱说，这一箱

水 蜜 桃 凌 晨 3 时 58 分 到 达 首 都 国 际 机 场 。

下飞机后，依旧一路“走”的生鲜绿色通道，

优先分拣、优先装车、优先发车。“早上 6 点

半，系统就不断提醒我，有 3 件生鲜件必须

优先配送。”

“如果客户不在家，怎么办？”记者问。

“肯定还是第一时间联系您，和您约定再

次配送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们会在通风阴凉

处存放快件，如果天气实在太热，还会送回网

点放空调房里。”宋得柱回答。

“ 如 果 客 户 一 周 后 才 能 回 来 呢 ？”记 者

又问。

宋得柱说：“如果您确认 24 小时内无法

收件，我们就得和发货人协商，看这单快件

如何处理。反正肯定不会往您快递柜里一

放了事。”

回答完提问，这位快递小哥连说要接着

忙，“现在荔枝、水蜜桃、芒果等生鲜件特别

多，都耽搁不得。”

至此，小小的水蜜桃完成甜蜜旅行，依然

保持着新鲜的状态，色泽娇艳、鲜嫩多汁。旅

程的背后，是我国快递业不断加大行业基础

设施投入，增加航空、高铁、公路运输等运力

储备，运输能力大幅提升——

龙泉水蜜桃，能在 16 小时送达北京；平

谷大桃，能实现 4 小时同城配送，12 小时京津

冀配送；岭南荔枝，12 小时内直达上海……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地区揽收和投递快递

包裹总量 219 亿件，支撑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突破 2900 亿元，同比增长 12.4%。越来越多

的农特产品通过快递网络走出

乡村，为农民增收，给消费

者带来惊喜。

一颗水蜜桃的
甜蜜旅行

本报记者 李心萍 王永战

20 多年前，在小学语文课文《画杨桃》里

第一次知道“杨桃”时，我只能想象它的鲜美

滋味。路途遥遥、运输不便，对于那时的我们

而言，很多水果的滋味只存在于罐头里。

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电商物流快

速发展，美味变得触手可及。乡村纳入现代

化物流网络，农产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

市场大循环。到今年年底，符合条件的建制

村有望实现“村村通快递”。对消费者来说，

吃到来自远方的时令水果，不再是奢望。

在产业链源头，农民合作社规模化种植

经营降低了生产和物流成本，提高了产品质

量，延长了产业链条。与此同时，地理标志产

品的金字招牌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在赋予

农产品更高附加值的同时，也提升了农民参

与市场竞争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一颗水果从田间到餐桌的旅程，凝结着

生产、经营、流通各环节劳动者的不懈努力。

当前，我们还面临着农村物流网点盈利难、小

农户缺设备缺技术等问题。要让“甜蜜产业”

可持续、更红火，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农村物流网点布

局，抓住需求升级的机遇，帮助基层网点降低

成本、提高效益；另一方面，应注重解决小农户

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通过合作社等形式想方

设法带动更多农民参与农业现代化进程，成为

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

多管齐下，形成合力，使产业更强、流通

更 活 ，就 一 定 能 让

农 业 经 营 更 有 效

益 ，让 农 业 成 为 更

有奔头的产业。

美味因何变得触手可及
蒋雪婕

■子夜走笔R

■一线调研R 本报北京 8 月 11 日电 （记者丁

怡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

知 提 出 ，今 年 推 进 全 国 建 设 不 少 于

1000 个城市“口袋公园”，促进解决群

众 身 边 公 园 绿 化 活 动 场 地 不 足 的

问题。

通知要求，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

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研究制定本

地区《2022 年“口袋公园”建设实施方

案》，主要包括建设计划（含数量、位

置、占地面积以及落实建设资金等情

况）、推动工作的具体举措以及保障措

施等，每个省份力争今年内建成不少

于 40 个“口袋公园”，新疆、西藏等地

可结合实际确定建设计划。

在选址上，优先选择公园绿化活

动 场 地 服 务 半 径 覆 盖 不 足 的 区 域 。

在设计和建设上，注重保护原有地形

地 貌 和 大 树 老 树 ，优 先 选 用 乡 土 植

物；充分考虑周边群众需求，增加活

动 场 地 ，落 实 适 老 化 和 适 儿 化 等 要

求。在管理上，建立长效机制，让群

众用得舒心。

“口袋公园”是面向公众开放、规

模较小、形状多样，具有一定游憩功能

的 公 园 绿 化 活 动 场 地 ，面 积 一 般 在

400 至 10000 平方米之间，因其小巧多

样、环境友好等特点，受到群众普遍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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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发展的质量更高了。

大兴机场“凤凰展翅”，港珠澳大桥飞架三地，复兴号高铁

纵横驰骋，特高压输电工程跨越千山万水……智能机器人、增

材制造等技术加快突破，有力推动制造业升级发展；数字经

济、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新型显示、先进储能等产业规模

跃居世界前列。十年来，我国以关键技术突破推动产业向中

高端攀升，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更深、更高效。

发展的赛道更多了。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加快应

用，培育了智能终端、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产品、新业态；

移动支付、在线购物等新技术新模式让人们切身体验着“科技

让生活更美好”的幸福感……十年来，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

道不断开辟，更多增长新动能不断发掘。

发展的活力更足了。

高新技术企业数从 4.9 万家增加到 33 万家，2021 年 683
家企业进入全球企业研发投入 2500 强；北京、上海、粤港澳大

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跻身全球科技创新集群前十，173
家高新区聚集了全国 1/3 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十年来，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高技术产业体量更大、质量更

优、基础更牢。

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

组织全国力量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为疾病

防治、公共卫生提供科技保障；深海油气、页岩气等勘探技术、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不断取得新进展；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

种达到 95％以上，粮食单产由亩产 357 公斤提高到 2021 年的

亩产 387 公斤……十年来，支撑人民生命健康安全、能源安

全、粮食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科技创

新成为重要抓手。

如大潮奔涌，如细雨润泽，创新要素正流淌在每一寸生机

勃勃的中国大地上。

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科技
自立自强必将交出更为精彩的答卷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应变局、育新机、开新

局，需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实现高质量发

展，需要科技自立自强提供越来越强的战略支撑能力。

活力四射、动力充沛、潜力十足，创新中国以自信自强面

对世界。

创新的自信更为坚定——

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编制 2021—2035 年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制定“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

指导思想、战略部署、重大行动的完整体系，为科技自立自强

提供强劲牵引。

“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天问一号”开启火

星之旅，北京冬奥会在奥运历史上首次实现全部场馆 100%绿

色电能供应……十年来，自主创新引擎轰鸣，喷涌出一项项振

奋人心的成就，折射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飞速提升。

创新的底蕴更加厚实——

从顶层设计绘制改革战略蓝图，到细微处解决科研人员

的烦心事……一系列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一

项项重大举措密集出台实施，让各类人才的创新智慧竞相

迸发。

叩问苍穹，中国航天人 35 岁以下的科研人员占 80%，是

一支名副其实的“青年队”；强化智力供给，中科院科研团队累

计向社会转化了约 11 万项科技成果……十年来，科技创新人

才结构和质量不断优化，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快涌现，研发

人员总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

创新的领域更加辽阔——

今年 3 月，中粮旗下中粮工科武汉事业部收到来自联合

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办公室的感谢信。来信感谢中粮工科

资深技术专家谢健对“南南合作”工作的大力支持，对巩固中

非水稻价值链合作作出的突出贡献。

与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积极参与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大科学计

划……十年来，中国坚持开放创新，在全球创新版图中，既是

国际前沿创新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

要贡献者。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阔步向前，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我

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将交出更为精彩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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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果盘，
农产品品质提升和标准化生
产不断优化农产品供给，日益
畅通的电商物流服务网络让
更多小农户对接上大市场，农
业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让我
们的美好生活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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