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凱手把手教本報記者剪樹條，花芽量大的果樹修剪量要大些， 強旺樹要輕修

剪，去直立強旺枝，留側立枝和中庸枝，以緩和樹勢。

時間：2013年1月24日9點30分
來到北京北部昌平區崔村鎮大辛峰果園，本報記者見到了種蘋果樹的許建利、許凱父

子。雖沒有陣陣果香，但是果園裡依然在忙碌。因為工人們在進行果樹的冬剪，為明年
的果樹開花結果做準備。許建利是北京昌平地道的農民，接觸蘋果以前，一直是在家務
農種玉米，辛苦自不必說，每年的收入也有限。

與蘋果結緣
1979年12月，日本友人把六根當時十分珍貴的紅富士蘋果接穗贈送給昌平，這是富士

蘋果第一次出現在神州大地。1982年，昌平區將首個佔地500畝的標準化果園設立在大辛
峰果園，許建利成為果園100多個勞動力其中之一，認識蘋果種類，學習技術。在果園，
老許和專家學到了不少伺候蘋果的手藝，那時也使他真正的明白種蘋果帶來的可觀效
益。

50畝果園一年淨賺80萬
1987年，老許在大辛峰果園負責技術和銷售，那時他就想通過蘋果來有所作為。2005

年，機會終於來了，政策允許個人承包果園，許建利承包了50畝地。經過兩年的傾心管
理和培育，2007年那一年賣蘋果就賺了30萬，豐收的喜悅真正的讓老許嚐到了甜頭。
許建利向記者介紹說：「北京蘋果種植面積雖然不是最大，總產量不是全國最高，出

口等於零，可是昌平的蘋果卻一直站在全國蘋果的最高端，是靠不斷的創新，不斷發展
技術，源源不斷的政策支持。」
當記者問到2012年產值達到多少時，許建利自豪的說，產值120萬元，扣去成本，能賺

80萬左右。對於我們來講，蘋果和人一樣，是有生命的，要善待他們，蘋果給我們全家
帶來了收入，更多的是帶來了歡樂和幸福。每當心情不好的時候，我都要看看果樹，在
果園裡轉轉，心情就豁然開朗。

80後兒子的農民情結
這時，許建利的兒子許凱走進來，記者提出要去看看冬剪現場。來到冬剪現場，許凱

拿起剪刀一邊修剪枝丫，一邊說：「我從小在果園長大，經常幫父親套袋、收果、對蘋
果有㠥深深的感情。父親已經年過半百，我辭掉了工作，專心的幫助父親打理果園。這
樣我爸爸有了幫手，果園生意非常的興隆，收入是年年高。」
值得一提的是，這蘋果竟然成了許凱和妻子閆芳相識的鵲橋，閆芳原來做過財務，結

婚後，就放棄了白領工作，在家裡幫忙。按㠥許建利的話說，自己負責技術全面的工
作，老伴負責後勤，兒子許凱負責銷售和宣傳，兒媳負責財務，還有一個可愛活潑的小
孫子許樹深上幼兒園，小樹深是全家的希望。

最佩服袁隆平 期望春花開時再來果園
許凱說：「長這麼大，是蘋果把我養起來的，它是全家的支柱，更是我的樂趣所在。

哪棵樹什麼樣，我都心裡有數，比如2009年我們家的一棵果樹因其蘋果重量大、結果數
量多，被評為昌平區的樹王。」
「在農業方面，我最佩服袁隆平，袁隆平是世界的驕傲，我的目標是成為全家人的驕
傲，父親年齡越來越大了，我要學習父親很多的優良品質，更好的帶動周邊村民共同致
富。現在北京都市型農業發展的趨勢需要我們年輕人的加入。」
「我感覺當農民很好，在北京我們生產的蘋果能被認可，這本身就是一種榮耀，2012
年，昌平蘋果總產值達到2億元，戶均收入近10萬元，這讓我們農民實實在在走上了致富
路。我希望，國家對農民的政策越來越好，我們收入也會越來越富裕。最後，希望春天
果樹花開的時候，您再來，泡壺茶，我們好好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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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洪波) 在北京市區域劃分中有16個區

縣，有13個涉農區縣，涉農人口近270萬，這270萬農業人口在首

都的均衡發展中寫下了美麗篇章。當你漫步北京郊區，世界草莓

大會使昌平的水果產業躋身世界的高端，異彩紛呈的果實有摘不

盡的快樂；在雲水之間望密雲，守望一盆清水，用自然生態為煩

躁的都市許諾了一個清淨；世界美酒黃金線上的葡萄莊園延慶，

用世界的高度釀造現代鄉村的生活；在那桃花盛開的平谷，春季

音樂會為農民的大桃插上了音樂的翅膀，飛向了世界的每個地

方；大興為您的生活一直孜孜以求的培育㠥生活的瓜甜；當你走進科技的海淀，在這美麗土地

上，人們在種植㠥科技的夢想⋯⋯

時值北京市兩會剛剛結束，站在2013年的門檻上，站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

的制高點上，披拂㠥溫煦的春風回望。回望北京郊區在快速發展的進程中，巨筆飽蘸三農的色

彩，在腳下這片土地上精心描繪繽紛的圖畫。首善北京，大美鄉村，在這孕育希望的冬天裡，本

報記者深入北京郊區農村，進行了一天的京郊農民的幸福生活採訪行程。

■果園是許家的

希望，更是孩童許樹

深快樂玩耍的場所。 大美京郊

故事一 幸福家庭蘋果紅

時間：2013年1月24日11點
記者來到了世界文化遺產明十三陵之一康陵，與康陵相望

的有一個康陵村，村子古城堡的北門，與一組以黃色琉璃瓦
門樓引領的陵墓建築遙相呼應，皇陵的主人便是明代第十位
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也叫正德皇帝，他不僅英年早逝，據
說也是中國歷史上最不把自己當皇帝的皇帝。在這裡，本報
記者見到了製作春餅的第一人趙鳳來。

春餅的傳說
趙鳳來說：「康陵雖也在十三陵，卻是未開放陵寢，平日

裡大門緊鎖。康陵村村西的康陵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陵寢，
村民80%以上是護陵人的後代，他們祖祖輩輩靠種柿子、
梨、核桃、 棗養家餬口，收入微薄。看㠥別的村子沾十三
陵旅遊的光，康陵村的村民又羨慕又不甘心。」
於是請來了明史專家商傳出謀劃策。在調研走訪中，商傳

想到關於正德皇帝的正史趣聞：朱厚照是明孝宗長子，也是
孝宗唯一長大成人的兒子，從小嬌生慣養，非常貪玩兒，經
常從居庸關出關，跑到大同、太原甚至是江南遊玩，玩得連
飯都顧不上吃。太監們可不敢餓㠥皇上，想到一個好辦法，
把各種菜餚包在一張薄餅裡，讓皇上一邊吃一邊還不耽誤玩
兒。後來，正德皇帝將這種吃法帶回京城，誕生了最早的皇
家快餐。
「青松翠柏村邊槐，古墓遊人踏蒼苔；訪昔無蹤多漫步，思

今有跡少徘徊。農家春餅帝王宴，紫禁珍饈百姓杯；老嫗呼
兒酤新酒，只緣客自遠方來。」這首由商傳為康陵村創作的
《康陵古韻新風》，村民個個都能背誦。遊客走進任何一家民
俗戶，明朝那些事兒，村民都能給說上幾段。

春餅宴一年四季受歡迎
趙鳳來說：「一到周末，昌平區十三陵鎮康陵村就熱鬧起

來。私家車排㠥隊湧入，為的是品嚐村裡的正德春餅宴。」別
處的春餅只在立春火一天，康陵村的春餅宴一年四季受歡迎。
客多了，「正德春餅宴」的質量卻一點不含糊。康陵春餅

薄若蟬翼，春餅宴菜量大、花樣多，用來捲餅的配菜葷的素
的加起來有20多道：梅菜扣肉、醬肘子、攤雞蛋、粉腸、鬆
肉、燉海帶絲、拌苦菊、拌油麥菜、豆麵㢩食查、鹹菜絲。
康陵正德春餅宴這一著名飲食文化品牌，使康陵村的民

俗旅遊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均年收入由幾年前
的一兩千元達到了2010年的萬元以上，昔日的貧困村成為
遠近聞名的富裕村。目前，全村共有民俗戶30多家，正德
春餅宴這一民俗旅遊項目火爆京郊。趙鳳來 2008年開始專
門經營正德春餅宴，由於經營有方，生意日益紅火，年收
入達到20多萬。據他介紹，他還不算賺得最多的，最多的
能達到50萬左右。

故事二 守護世界遺產 小春餅捲起農民的富裕生活
時間：2013年1月24日13點
來到北京昌平的園霖昌順農業種植專業合作社，走近了這

朵盛開的百合于紅艷。2008年底，經過近半年的市場調查，
她最終選擇種植百合花，開始了她的創業生涯。

一竅不通到種花能手
2009年3月，她在流村鎮北流村承包近60畝土地，創建了北

京園霖昌順農業種植專業合作社。創業之初，于紅艷遇到的
最大困難是種植技術方面的障礙，但愛鑽研的她從不輕言放
棄，她每天總是忙裡偷閒翻閱相關書籍，參加市裡、區裡組
織的培訓班。通過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她從對種植百合花一
竅不通變成了現在的種植管理能手。
經過努力，她熟練掌握了百合切花、百合種球栽培等技

術。創業兩年多來，于紅艷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大棚裡所
有的工作，無論輕活、重活，她都要親自做一遍，直到對大
棚種植的每一個環節都了如指掌。
作為一名合作社的社長，她的想法不僅僅是建設好本合作

社的農業基地，更想用科學的方法，科技的手段帶動周邊的
村民致富。積極參加各種培訓活動，提高自身的專業知識和
技能，不斷地充實自己，積累經驗，然後帶動周圍的村民致
富。如今，她已成為遠近內外的鮮切花種植能手。

全國首家氣象為農服務觀測站
于紅艷向記者介紹說，她的基地成為了全國首家氣象為農

服務觀測站，氣象局在基地安裝了日光溫室室內觀測站和室
外觀測站，農委為合作社提供了農信機，一遇到影響植物生
長的天氣變化，她都能及時的通過氣象站觀測發現，並通過
農信機及時的告知農戶，做好應對措施，保護植物生長，方
便了與農戶的及時溝通和交流，大大提高了農戶的生產質量
和產量。

科技示範帶領大家共同致富
在于紅艷辛勤努力下，如今的合作社已經初具規模，建成

日光溫室32棟，發展農戶達到158戶。在北京昌平流村鎮北流
村，大家都知道于紅艷，她的知名度之所以這樣高，是因為
她憑㠥對農業科學實用技術的孜孜以求的執㠥精神，勤於學
習，大膽實踐，走出了一條依靠科技、勤勞致富的成功之
路，成為農民致富的科技示範帶頭人。
目前合作社入社社員達到了158戶，不少的社員在合作社的

帶動下種起了百合花，于紅艷對記者說：「以前種植玉米，
豆類，社員種植年收入畝收益最多千元左右，現在發展設施
農業種植百合花的純收入至少有七、八千元左右。」 不少農
戶在合作社裡找到了自己的致富路，實現年收入翻番。于紅
艷帶動當地經濟發展，解決了部分農村婦女就業難的問題，
長期工人數達到30人左右，季節工達到60人左右。

故事三 百合于紅艷的創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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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3年1月24日13點
記者初見張大姐，是她剛從外面辦事回來，張大姐今年50歲，是昌平區崔村鎮真順村的

農戶，張大姐向記者介紹說，1997年就在村裡承保了幾十畝地。7年前，她開始轉型做草
莓，現在，她的草莓大棚已經擴展到10個。指㠥大棚內已經有10多克重的草莓果，張士芳
說，現在的日子真是太好了。

種草莓年收入40萬
張士芳告訴記者，以前種菜起早貪黑的，很辛苦，也賺不到錢，現在響應政府的號召種

草莓，政府的幫扶使得種草莓變得容易了許多。北京昌平的世界草莓大會更是起到了很好
的傳播作用，現在北京市民都知道昌平的草莓好，每年有很多人來採摘草莓，禮品草莓的
銷售業績也很棒。一年一個大棚產值4萬-5萬不成問題。
「以前種菜挑老遠，才賣一塊錢一斤，現在種草莓我就在家裡待㠥，等城裡人來採摘，
80塊一斤！擁有10個大棚，現在一年能賺40萬。」站在自家的大棚前，張士芳高興地說。

從種苗到大棚用電都有補貼
張大姐向記者介紹說：「建一個草莓日光溫室的投資大概5萬到8萬元，政府給補貼3

萬，此外，在種苗、肥料、農機等各個方面，政府都有成套的扶持政策，標準化種植保證
草莓的食物安全。」
「我們都有一張種植草莓的綠卡，在指定的商店購買農業資料，很多都是半價，另外一
半是政府補貼。農藥都是有機無公害的，在大棚裡摘下草莓，吹吹土就能吃。」

我為什麼能堅持是因為我有目標
「我每天都看電視新聞，感
覺到我們農民的生活會越來越
好，增加收入的機會越來越
多，我的目標是成立一個合作
社，讓更多的村民和我一樣收
入增加。」

故事四 草莓張大姐的人生目標

■有夢想的張大姐看到我們到

來，特意換了紅色衣服，在草

莓紅的映襯下樂開懷。

北京的農民樸實感恩

從早晨採訪蘋果農戶許建利和許凱父子，第一

個做春餅宴的趙鳳來；種植香水百合的于紅艷，

到50歲的種草莓的大姐張士芳。我深深的感覺

到：他們對於這片土地的熱愛和對理想的追求，

讓人敬佩。言語的樸實，對於北京都市型農業的

發展的認識，自己富裕了，不忘鄉鄰，帶領大家

共同致富的執㠥，決心和不怕困難的勇氣。

270萬農業人口為北京固綠養生

拉動一個產業，富裕一方農民。政府在惠

農、興農方面的工作理念贏得農民的認可和支

持。世界草莓大會、世界食用菌大會、世界種子

大會、世界葡萄大會、月季大會、世界園藝博覽

會等一系列世界級別的農業盛會在北京農村的舞

台上演，為農民參與北京的都市型農業發展保駕

護航。

乾涸的永定河再現昔日柔美，無人知曉的山溝

開發成為著名的生態旅遊畫廊，古村落裡的石板

路上迎接㠥一群一群衣㠥鮮亮的外國遊客。如此

美麗的鄉村景致，是北京對於人文、科技、綠色

三個北京的戰略行動使然。生態是北京的脊樑，

綠色是北京的主色調。在北京，佔全市93%的郊

區變美了，建設美麗北京將不會遙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洪波）

記者手記 種植夢想如畫的北京郊區

■正德春餅宴的農民紅火生活

幸人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