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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供不应求的市场和高
位运行的价格，另一面是难以扩大
的种植面积和不可苛求的产量，国
产樱桃产业正站在转型升级的十
字路口。

作为果业界的“宠儿”，今年樱
桃市场交易依旧热度不减。6月以
来，随着露地樱桃大量上市，价格
从刚上市时的每斤上百元降到了
30元左右。尽管价格一降再降，较

于西瓜、黄桃等同季水果，樱桃仍
是水果市场的佼佼者。而对于普
通消费者而言，30 元/斤的价格让

“樱桃自由”实现起来仍显奢侈。
一面是供不应求的市场和高

位运行的价格，另一面是难以扩大
的种植面积和不可苛求的产量，国
产樱桃产业正站在转型升级的十
字路口。“樱桃自由”的实现还有多
远？

国产樱桃“站”在升级路口

事实上，我国樱桃并不缺品种，甚

至百花齐放。

红灯就是20世纪60年代大连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通过人工杂交育成的樱桃品

种，2010年至今，国内各樱桃育种机构选

育了20多个优良品种并进行大规模种植。

除自主选育外，我国也从世界各地

收集樱桃品种资源。目前，我国樱桃品

种经历了多次迭代。“第一代是那翁、大

紫等，第二代红灯、意大利早红等，第三

代先锋、拉宾斯等，第四代美早、黑珍珠、

萨米脱等。”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果科所高级农艺师李芳东告诉记者，

但当前，我国大多数产区栽种的都是早

熟品种，由于樱桃不耐储运，不可避免地

在集中上市时发生“价格踩踏”。

业内在寻找，下一个“爆款”在哪

里？在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的樱桃育种圃和种质资源圃内，已命名

以及未命名的樱桃品种正在接受自然

环境的检验。

“选育新品种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消

费者对优质樱桃果品多元化需求以及种

植者对优质、丰产、抗逆品种的需求，另

一方面是为了实现错峰上市。”李芳东告

诉记者，一个好的樱桃品种意味着果树

能够丰产稳产，果实硬度大耐储运，且单

颗重量要达到10克以上，为迎合我国消

费者喜甜的口味，果实酸度也要低一点。

“不同品种在各地的表现不同，很

稀奇的、炒作起来的品种，由于品种的

评价时间不足、配套栽培技术不完善，

反倒不会建议果农发展。”李芳东表示，

近年来，我国樱桃栽培区域逐渐移向中

西部和南部，横跨温带、亚热带，各栽培

区域地理和气候条件千差万别，对于产

区而言，只有在本地经过多年的大田试

验观察，筛选适应当地立地条件，生产

上没有特别大的缺陷，又在市场上受欢

迎的品种才是好品种。

一句“樱桃自由”，蕴含着消费者对

美好生活的些许调侃和期盼，而对于国

产樱桃产业来说，“樱桃自由”的实现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精品、优质永远是

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6月初的几场降雨，又一次对烟台樱桃

造成打击，对于部分果农而言，摘不摘果已

不重要，这注定是亏损的结局。

其实，相较于其他果品，樱桃是果农增

收的优势产业。“拿樱桃和苹果相比，两者开

花时间差不多，但樱桃生育期相对较短，苹

果10-11月份才采收，樱桃6月底就能采收

完毕。”牟平果树技术农技推广中心站负责人

栾日昇告诉记者，尽管对技术要求高，但樱桃

树管理相对简单，每年仅需修两次枝，进行三

四次田间管理，总体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自然环境是

横亘在果农面前的巨大挑战。

“‘北方春果第一枝’的美誉也意味着国

产樱桃面临着更多的天气制约。”孙庆田介

绍，以山东为例，早春时节常发生倒春寒，樱

桃花芽或幼果易受冻害，直接影响当年的坐

果率；在樱桃果实转色期也时有降雨发生，

易引起裂果，对于果农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樱桃不仅难栽，还难摘。“一颗樱桃的重

量在10克左右，摘50个才1斤，且目前摘果

主要靠人工，摘得快的果农每天采摘量也不

会超过200斤。”孙庆田介绍，为了保证品质，

樱桃采摘需避开高温，果农一般凌晨摘果，

劳动强度不言而喻。

如何破题，产区正在积极探索。

位于烟台栖霞市小林哥生态农业专业

合作社的设施大棚内，一排排犹如立柱般的

樱桃树整齐排列，相较传统樱桃树，其高度

更低也更纤细。合作社负责人林祥生告诉

记者：“这种超密立柱型栽培模式，为未来樱

桃树的栽培提供了答题之道。”

“传统樱桃果园的株距3米，行距4米，一

亩地能种50-60棵，一般在栽植后6-7年才能

丰产，而且盛果期果园郁闭严重，不仅影响樱

桃品质，3.5米的树高也增加了采摘难度。”孙庆

田告诉记者，近年来，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联合樱桃种植企业、生产大户积极探索

种植新模式，新模式的行距为1.5-2.0米、株距

为0.7-1.0米，一亩地能种300-600棵，种植

后第3年就能进入丰产期，盛果期亩产可达到

3500斤以上，树高也不到两米，采摘更加方便。

为避免极端天气影响，实现丰产稳产，近

20年来我国设施樱桃栽培迅速发展，目前，全

国设施樱桃栽培面积达20万亩，产量24万吨

左右。“但对于普通果农而言，动辄一二十万

元的建棚成本并不易接受，山区坡地、土地碎

片化更是使设施大棚推广难上加难。”烟台市

福山区农技推广中心负责人刘晓静说。

产区开始推广防霜遮雨棚。“防霜遮雨

棚成本相对较低，对普通从业者来说更好接

受。”刘晓静告诉记者，这几年连续早春霜

冻、遇雨裂果造成的减产问题，使果农对防

霜遮雨棚需求强烈，烟台市也出台了相应措

施，对新改建防霜遮雨棚的农户给予一定补

贴，目前已推广300亩左右。

近年来，国内樱桃市场中

除了一直霸屏的山东烟台、辽

宁大连樱桃外，四川汉源、甘肃

天水等地的樱桃也占据了一席

之地。在种植效益的驱使下，

国产樱桃产地一扩再扩。

“在1990年时，即便是山

东，甜樱桃种植也都还集中在

胶东半岛，像泰安、潍坊等地的

种植户都还在种植原产于我国

的皮薄、汁多、肉软的中国樱

桃，如今，甜樱桃已成为主栽品

种。”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孙庆田说。

随着甜樱桃品种引入逐

渐增多，近20年来我国樱桃

种植面积快速发展。

目前，我国樱桃种植形成了

两个优势产区，一是以山东烟

台、泰安、潍坊，辽宁大连，北京

和河北秦皇岛等地为主的环渤

海湾区，二是以河南郑州、陕西

西安和甘肃天水为主的陇海铁

路沿线区。近年来，除了两个主

产区外，在新疆的南疆地区、青

海的海东地区、上海、南京和安

徽等地也在积极引种试栽。

面积和产量双增使我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樱桃生产

国：2010年我国樱桃种植面

积约为190万亩，产量约45万

吨，2022年种植面积达到了

350万亩，产量达到120万吨。

“国内水果市场的格局是北

苹果南柑橘，面对两大支柱水

果，樱桃相对小众，虽然现在被

消费者熟知，但从产量和面积上

来看，跟主流水果是没法比的。”

孙庆田说，作为温带果树，樱桃

喜欢地势高的朝阳坡，宜种区域

狭窄，这就意味着樱桃种植面积

不可能无限制扩张。

作为春季最先上市的果

品，樱桃有“北方春果第一枝”的

美誉，味佳、量少，使其集万千宠

爱于一身，价格更是一路高歌。

事实上，前几年国产樱桃

一直受到冷落，人们更青睐于

洋气的车厘子。如今，国产樱

桃价格让之前一度“封神”的

车厘子“相形见绌”，相较春节

档300元/斤的国产樱桃，车

厘子30-60元/斤的售价早已

跌下“神坛”。

如今，随着消费升级，消费

者对优质樱桃的需求呈增长态

势，对樱桃新鲜度的要求愈加

“苛刻”。这也为国产樱桃的突

围留下了足够的战略空间。

“植物和人一样是需睡眠

的，国产樱桃要想赶在春节期

间上市需提前休眠。”大连普

兰店区大樱桃协会会长于贵耀

告诉记者，落叶时间基本决定

了果树生长时间，以美早樱桃

为例，樱桃树的休眠期在35-

40天，从结束休眠到卖果需要

100天，若想赶在春节期间上

市，意味着果树8月份就要开

始休眠，而正常情况下，大连的

露地樱桃11月份才落叶。

提前休眠意味着“天价”

的成本。“樱桃休眠需要 0-

7.2℃的低温，要想实现降温，

必需在设施大棚内安装空调，

一亩地的建棚成本在15万元

左右，安装空调每亩需10万

元，加上电费、人工、新栽苗等

费用，一亩地就要投入40多

万元。”于贵耀这样说道。

“目前，樱桃仍属于高端

消费水果。”中国果品流通协

会信息部主任李焕玲表示，如

果樱桃价格越来越亲民的话，

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多，在巨大

缺口、强劲需求的双重加持

下，国产樱桃产业有着广阔的

市场蓝海和发展前景。

不仅难栽还难摘

寻找下一个“爆款”

难以扩张的果园

身价“碾压”车厘子

樱桃上市季樱桃上市季，，果农喜笑颜开果农喜笑颜开。。

四川省汉源县樱桃交易市场内四川省汉源县樱桃交易市场内，，工人正在分拣樱桃工人正在分拣樱桃。。

（本版稿件综合《农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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