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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枇杷膏的童年记忆

4月的高湾村，已随处可见硕果
累累的枇杷树，金文武可以想象十多
天后这里忙着采摘的情景，如此忙碌
景象要持续一个月。

高湾村有500多年的枇杷栽培
史，自金文武有记忆起，村里几乎家家
户户都种植枇杷。他的父亲金宏真就
是从他爷爷手里把种植枇杷这门技术
传承下来，现在轮到了他这一代。

对许多人而言，枇杷只是这个时
令的一剂香甜，而对金文武来说是童
年记忆亦是乡情。“小时候每到枇杷
季，爷爷和村里其他人一样，都会挑
着竹筐出发，走街串巷花四五个小时
到镇上卖枇杷。”

每年的11月份，枇杷花开，金文
武会帮着家里人一起采摘枇杷花，因
为做枇杷花茶的时候到了。“鲜花采摘
回来后，母亲会先将枇杷花放于纱布
中包裹好，放入锅中煮沸，然后取出晒
干。每到这个时候，满院子都是枇杷
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枇杷成熟采摘的时节更是美好，
“远山近林橙黄色的枇杷透出迷人芳
香，看一眼都让人忍不住咽口水。”每
天清晨，村里的男女老少挑着竹筐出
发，踩在微微湿润的小路，钻进茂密
的枇杷林，爬上枝繁叶茂的枇杷树
上，小心翼翼地采摘，“摘枇杷也是有
讲究的，左手托住一串，右手用剪刀
轻轻剪断枇杷蒂。如果用手拧，力道
重了会捏坏枇杷的果肉。”

收获枇杷后，就可以熬制枇杷膏
了。把枇杷洗净、削皮、去核，碾压成
枇杷汁放进砂锅里，再加入枇杷叶、
桔梗等，最后加少许水，放到灶上文
火熬煮至黏稠状，起锅后过筛去渣，
将枇杷膏晾凉装入瓷瓶密闭保存。
每当金文武有咳嗽感冒症状时，他的
母亲便将满勺的枇杷膏送入他嘴
中。甜腻腻带着丝丝清凉，能尝出母
亲手作的味道。这些场景都深深根
植在金文武的脑海中。

沿着象山县新桥镇高湾
村的村中小路前行，漫山遍野
的枇杷林满枝挂果摇曳风中，
虽然时下每个枇杷果都套着
牛皮纸封套，但似乎能想象揭
开后那令人垂涎的模样。高
湾村有 500 多年的枇杷栽培
史，家家户户几乎都种枇杷。

金文武此刻正在他的果
园里，抱着 18 个月的儿子站
在枇杷树下，孩子圆润的小手
指着树上一颗颗果子，发出含
糊不清的嘟囔声。在小时候，
他也曾站在树下，仰着小脑
袋，“一颗、两颗、三颗”地数着
枇杷。而这个时候，父亲金宏
真总会笑着说，“孩子啊，这你
哪能数得尽啊！”

金文武 1987 年出生，高
湾村村民，他的另外一个身份
则是返乡创业大学生、枇杷
“经理人”。2009 年，主修电
器专业的他从大学毕业返乡
种起枇杷。在他身体力行的
影响下，更多年轻人放弃在大
城市就业，转而回乡自主创
业，想为家乡的枇杷代言。

高湾村里的

年轻枇杷“经理人”

卖的是枇杷也是乡情

2009年，金文武电器专业大学毕业，他选择
了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不久后，他便开始思
考回乡，“一方面，家里父辈都是果农，父亲年纪
大了需要我回家打理枇杷园。另一方面是因为
根植于血液中的乡情，从小闻着枇杷花的香味、
吃着枇杷果长大。我想把高湾的枇杷推销到其
他城市。”

金文武于是辞掉了手头的工作，带着浓浓的
乡愁走上了返乡创业之路。他成了村子里最早
在网上开店卖枇杷的人。2009年，金文武的淘
宝店开张了，专卖高湾村的白沙枇杷。父亲金宏
真最早是不看好的，“一天只能卖出三四箱枇杷，
这个弄不好的。”但金文武预感网络大时代已经
来临，“父亲那一代卖枇杷就是‘马路经济’，家家
户户在马路口摆摊招揽生意，这种传统售卖方式
必然会被取而代之。”

一边开网店一边学种枇杷，跨专业到农业种
植，最开始金文武是有点吃力的，从父辈手里学
到的种植技术，越到后来也不够用了。有一年，
村里有80%的枇杷树得了炭疽病，从一颗果子上
的霉点开始，蔓延到整个果园的果子全部烂掉，
种植户们没了收成，白白忙活一年。为此金文武
去福建、黄岩取经，从一些经验丰富的种植大户
中学习到，“原来是因为象山雨水太多，我们此前
种枇杷是放任式让枇杷树野蛮生长，枝叶太密导
致光照不足，过于潮湿从而滋生病菌。”金文武把
学到的修剪技术带回村里并教授给其他种植
户。果然，修剪后的枇杷树不仅不容易得病，产
量也提高了。

独自经营网店也把金文武“逼”成了全能，他
每天花两个小时看书，学习种植技术、摄影、网店
日常管理等等。他的家里专门辟出独立空间，改
造成摄影棚。去年开始，他尝试在视频中加入果
园风光、种植与采摘等内容，当小学美术老师的
妻子成了带货主播，“嗯！你看这个高湾的白沙
枇杷在品质上确实好，果大核小汁甜，枇杷皮非
常好剥，果肉一口咬下去入口清甜有回味！”放出
视频的效果很明显，不仅让店里的销量大幅提
升，高湾白沙枇杷也因此成了“网红”。

2016年，金文武已经成了村里枇杷线上第一
销售大户，他开始帮村里其他种植户带货。去年
枇杷销售季，他总共卖了3000箱枇杷，近1.5万
斤。

金文武也在枇杷产业链上不停做尝试，比如
枇杷花茶、枇杷花蜜、枇杷膏。他买了三台烘干
机，来制作枇杷花茶，“对比传统日晒，机器烘干
的枇杷花茶杀菌更彻底，保质期也更长。”

更多年轻人选择回家创业

受金文武的影响，村里许多大学生毕业后，
直接选择回到村里自主创业。

2014年，传媒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胡晓峰也
回家了。读大学时，胡晓峰每每走在家乡枇杷
园，看着皎洁旺盛的花瓣，闻着微风送来阵阵花
香，就想着以家乡的资源打拼自己的事业。“我从
小就从长辈那里听说，用白玉枇杷花瓣泡茶，具
有润肺、化痰止咳等功能。当时就觉得这个产品
会有市场空间。”2015年，他和朋友合伙成立了
一家公司，专卖枇杷花，开始了田园务农生活。

在枇杷花的生产过程中，胡晓峰亲自参与采
摘、烘干、加工。为了能生产出最好品质的花茶，
他尝试过邀请200多位朋友现场冲泡试喝。这
一幕，他现在想来还是颇为震撼的。

时下，胡晓峰更多地尝试将农旅结合，比如考
虑今后推出枇杷亲子采摘。而在枇杷的销售上，
他瞄准了近两年比较火爆的社区团购。去年，仅
为杭州几个社区配送的枇杷就达4000多斤。

2007年开始，高湾村所在的新桥镇每到枇
杷成熟季节，都会举行枇杷节，以节为媒吸引游
客。每年游客摩肩接踵的场面都刺激着王珊珊
的神经，“对村里人来说，枇杷就是一种致富果，
能带动大家增收致富。”

2016年，王珊珊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她选择回
村全职做起微商，在朋友圈中卖起枇杷，“我从小在
枇杷树下长大，好像觉得做这个行业理所应当。”

今年，包括高湾村在内的新桥镇，枇杷种植
面积已达5211亩，预计产量约2500吨。新桥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枇杷产业已成为该镇特色农产
品及农业支柱产业。

记者 吴丹娜 文/摄

枇杷花

金文武

高湾村的枇杷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