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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村樱桃个大鲜甜
等您来摘
“五一”小长假不妨去看看
也可通过本报热线预约

余姚梁弄镇樱桃种植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助力革命老区人民走上脱贫致
富之路。樱桃采摘时间只有半月左右，可梁弄镇东山村的250余亩樱桃园，至今
还少有游客前去采摘，这让村民十分焦急。

昨日大雨，记者驱车穿过梁弄镇，一路
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樱桃园。距离该镇十
多公里的东山村，坐落在镇西半山位置，这
里翠竹漫山遍野，环境十分优美。在横岙
水库三四百米外的蔡家水库顶樱桃基地，
孙文高正手持冒雨排去塑料大棚顶部的积
水。

“这么大的雨对大棚外的樱桃伤害可
不小，你看，不少成熟的樱桃都爆裂了。”分
拣着樱桃树枝头上爆裂的樱桃果，孙文高
心疼地说，东山村的樱桃个大鲜甜，口感很
好，但今年少有游客进山，这让种植樱桃的

村民忧心忡忡。
靠山吃山的东山村集体经济很薄弱，年

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守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孩
子。孙文高1991年起任岭顶自然村村主任，
2000年，青山、岭顶、蔡家等5个自然村合并
成新的东山村，孙文高不再任村主任。

2005年，孙文高到余姚市区开了一家
铝合金批发店，凭着良好的人缘和诚信待
客，生意一直不错。但他一直惦记着山里
的乡亲，2008年年初，孙文高和妻子商量，
决定关掉店面，回村帮乡亲们找一条脱贫
致富的路。

回乡帮村民找条致富路

“1998年，村里有近10亩茶园被外乡
人承包，因茶叶销路打不开，只承包了七八
年就退包了。”孙文高说，回到村里，他第一
个提出承包茶园。

种茶并非易事，从种植、管理、采摘到
茶叶制作，孙文高与妻子起早贪黑，花了两
年时间才让茶园起死回生。但茶园不能普
遍推广，大部分村民很难通过种茶致富，这
让孙文高很纠结。

2009年年初，听说梁弄镇新成立了一
个樱桃基地，孙文高赶紧去参观学习。
2010年，通过几次去基地学习，孙文高试种

了四五亩樱桃树，三年后成林并挣到了第
一桶金。

此后，孙文高又扩大了种植规模。在
孙文高的带动下，村民们纷纷效仿。现在
的东山村，满眼都是生机盎然的樱桃树，每
年都能给村民们带来不少收入。

东山村58岁的村民孙孝权告诉记者，
2012年，在孙文高的指导下，他种了50亩
樱桃园，前几年采摘游客很多，每年可以带
来20多万元的收入，但今年外面到处都是
樱桃园，进山采摘的游客少了很多。“看着
成熟的樱桃纷纷掉在地上，大家都很急。”

樱桃树成了乡亲们的致富树

在蔡家水库顶樱桃基地，记者看到，相比一般的樱
桃，这里的樱桃个头要稍大，尝了一只，口感鲜甜。

“从地理环境来说，山里的昼夜温差大；从土壤环境
来说，黄沙土也特别适合果树生长。特别是高山种植的
樱桃没有污染，都是用山泉水浇灌的，才会个大鲜甜。”
东山村后备干部祝文波说，1997年，东山村人均年收入
三四千元，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竹笋和茶叶，村集体经
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在孙文高带动下，村民们通过樱
桃种植走上了致富路。

孙文高说，2012年开始，村民推选他连任了两届村
主任，这份信任让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为了留住游客，
下步村里还要做一些工作，希望争取到余姚市的资金支
持，发展采摘休闲民宿一条龙服务。

“樱桃是季节性水果，采摘期只有半个月左右。不
过，东山村的樱桃成熟期要晚一周，‘五一’也是采摘黄
金期。”孙文高表示，除了红樱桃外，蔡家水库顶樱桃基
地的黑珍珠樱桃也进入了成熟期。目前，全村250多亩
樱桃静候爱心市民前来采摘。

记者提醒：樱桃采摘游旺季，为确保交通畅行，有意
支持老区发展的爱心市民，也可以通过晚报87777777热
线预约报名参加采摘游。 记者 孔玲

东山村樱桃个大鲜甜，等您来摘

昨天下午，在余姚梁弄镇东山村蔡家水库顶樱桃种植
基地，孙文高正在打理成熟的樱桃。 记者 孔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