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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中区出城，沿着去山亭区
北庄镇的公路前行，从小西庄村新
修的水泥路蜿蜒北上，绕过一个个
弯道和山坡，高庆元的大棚就这样
映入了眼帘。

又到了樱桃丰收的季节，樱桃
从开花到结果共计 60天左右，“樱
桃人家”的主人高庆元和妻子顾全
芳这几天忙着摘樱桃。对于他们来
说，这个季节的丰收，是对他们一年
来辛劳的肯定。

樱桃被誉为“江北春果第一
枝”，樱桃由于其特殊的品质也成为
小西庄村重要的种植生产品种，成
为大棚樱桃的发源地，樱桃成了小
西庄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高庆元，这位地地道道的农村
汉子，祖辈靠种地为生，2000年，高
庆元看到大棚樱桃挣钱，就和妻子
商量投资 5000 元把家里山坡上的
一片樱桃树，盖上塑料布改造成了
大棚樱桃，当年没挣到钱，但赚回了
成本积累了经验，这更坚定了高庆
元经营大棚樱桃的决心。

第二年，高庆元加大投资对大
棚进行了改造，淘汰了品种落后的
樱桃树，引进了高产、果大、口感好
的新品樱桃。就这样，几年下来，他
尝到了种大棚樱桃的甜头，又在原
来大棚的后面，新建了一个大棚，两
个大棚面积达到了 2.6亩。高庆元
也由门外汉，变成了种植大棚樱桃
的行家里手。

高庆元说：“寒冷的冬季，露天
的樱桃树都已进入了休眠期，可大
棚里的樱桃树已经是鲜花盛开。”从
当年的9月份高庆元就开始忙活起
来，整地、施肥、浇水、剪枝、盖大棚，
样样工作都要跟得上，对大棚的温
度要求更严，每天要开窗，掀盖大棚
上面的苫子，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高庆元作为一名樱桃种植户，
他靠樱桃富起来后不忘村民，牵头
成立了大樱桃种植协会，指导村民

种樱桃，还成立了“大樱桃专业合作
社”，为村民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
务。掌握着先进的樱桃种植技术，
且有着很强的市场敏感性的高庆
元，在村里的帮助下投入资金修通
了樱桃园的水泥路，搞起了樱桃采
摘游，让大樱桃价格倍增。

现在，远远望去，一个个大樱桃
的种植大棚错落有致。采摘基地人
来人往，熙熙攘攘，走进火樱桃的采
摘基地里，一阵暖流冲破倒春寒的
丝丝凉意，迎面而来。大棚里，气温
潮湿而温暖，一棵棵樱桃树整齐有
序地排列着，一串串又红又大的樱
桃挂满枝头，来这里采摘的游客，或
是三五好友相约，或是父母带着孩
子举家而来。人们相互说笑着，孩
子们嬉戏打闹着，喜乐融融的场景
随处可见。自驾游前来采摘的十里
泉电厂的邵杰说：“一直听说小西庄
的樱桃很有名，前些日子朋友告诉
我这里有樱桃采摘，让我一定过来
看看，这次我专程赶来，这里的樱桃
个大汁多，口感又好，还能享受自己
采摘的乐趣！”

在高庆元的大樱桃果园里，在
果农的大樱桃大棚里，红艳艳的大
樱桃掩映在翠绿的枝叶间，一蓬蓬，
一簇簇，如珍珠，似玛瑙，晶莹剔透，
惹人垂涎。在路边的大樱桃林里，
一个妇女爬在梯子上。小心翼翼地
把樱桃一粒粒地摘下，放进腰上的
篮子里，这是一名樱桃采摘钟点工，
这些采摘钟点工以当地农村妇女为
主，每天收入都在百元左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着“大
樱桃原产地”美誉的小西庄，更多的
果农和高庆元一样，通过严格推行
标准化栽培、无公害防治病虫害等
技术措施，大力推进有机樱桃生产，
形成“产、供、销、运、”于一体的大樱
桃产业化经营路子，大樱桃质优价
高，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
产业。 （记者 孙明春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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