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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庄村:举办“潘桃会”发展桃园+

沿黄河路向西至苗张路，一路向
南，穿过苗侯村，过了沙河大桥，路旁卖
桃子的摊点多了起来。心形、扁形的桃
子个大味鲜，装在箩筐里、摆在摊位前，
让人垂涎欲滴。这些桃子来自湛河

区河滨街道潘庄村，一个以桃产
业闻名鹰城的村庄。

7月 16日，过沙河大桥，
穿过竖着“西接龟山听鸟鸣，
东临滍水观鱼跃”对联的拱
门，就来到了潘庄村地界，路
边不时跳出“潘桃采摘园”“生
态果木基地”等字样的指示
牌。自苗张路向西，一条新修
的水泥路两侧，是一个接一个
的桃园，每个桃园前都挂着一
个桃形牌子，上面写着园主的
名字、桃园编号、所种的桃树
品种及联系方式。

据湛河区河滨街道党支
部书记丁书超介绍，潘庄村现
有村民345户1198口人，人均
耕地仅半亩多。村子背靠白
龟山水库，东临沙河，水资源
丰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潘庄人在水库养鱼、
打鱼、卖鱼，后因环保的需要，
水库不允许养鱼，村民靠着半
亩田仅顾个温饱。村里不少
年轻人外出打工。

近年来，村里试着发展果

木产业，并以桃产业为基础打
造出三月赏桃花、四月采蒲公
英、五月六月品蟠桃、八月摘
石榴、九月十月尝黄梨的休
闲体验模式。

“我们不仅要种好桃，还
要搞好生态建设。”丁书超说，
潘庄村大力打造生态廊道、
扩大果木栽植面积，如今全
村有桃农200余户、桃园600
余亩，桃产业成了村里的支
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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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州家蟠桃丰收

种桃的多了，销售便成
了大问题。为了拓展桃子销
路、提高桃农收入，潘庄村以
桃为媒，以节为缘，打造“潘
桃”品牌，并从2017年起举办

“潘桃会”，不断提升桃子知
名度。

“6月 13日，我们举办了
第五届‘潘桃会’。不仅给市

民搭建了一个赏桃园、品蟠
桃、感受乡情乡愁的平台，也
使桃农能够居家坐园售桃，实
现了‘文化搭台、群众受益’。”
丁书超说，“潘桃会”的举行，
不仅改善了村内的人居环境，
更增加了群众收入。如今，桃
树种植每年可为潘庄村创造
经济效益300余万元。

春到潘庄赏桃花，夏到
潘庄品蟠桃。桃产业带动了
乡村旅游，从而拉动了乡村
产业快速发展。潘庄村快速
增加桃树种植面积的同时，
也带动周边十余个村子发展
观光采摘经济。如今的沙河
两岸，各类品种果园有序发
展，逐步形成集中连片种植。

DD “潘桃会”助推桃产业

今年66岁的李学栋虽大
字不识几个，却是潘庄村有名
的能人。记者7月 16日见到
他时，他正在地里拾掇魔芋。

“我家的桃子已经卖完了。我
们村的桃有名，根本不愁卖。”
李学栋说，他家有4口人，仅
有两亩多耕地。以前，他凭着
泥瓦匠的手艺，长期在外打
工。1992年，村里号召村民承
包荒地种苹果树，他回到村
里承包了4亩多的荒地。

起早贪黑忙了4年多，到
了苹果挂果的时候，李学栋
发现果小品相不好，根本卖
不上价。更要命的是，苹果
树不停地生虫。李学栋拿着
苹果找到省农科院的专家咨
询，被告知这里的水土不适

合种苹果，建议他更换果树。
当时正好周边村庄有人

种桃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李学栋毁掉部分苹果树试种
桃树。“当年种的品种叫玉花
露。”李学栋说，3年后，桃树
挂果，个大味美，收益不错。
李学栋信心大增，将苹果树
砍掉全部改种桃树。他从漯
河、山东等地先后引起了早熟
蟠桃、中熟蟠桃、枣花蜜桃等
品种。

在李学栋的带动下，其他
村民也开始改种桃树。

“我不识字，每到桃子收
获的季节我家桃子都是论个
卖，一个5毛钱。”李学栋说。
2003 年，靠着种桃和做泥瓦
匠，李学栋住进了宽敞明亮的

平房，家里也建起了院墙，修了
大门，院里种上了葡萄、花草。

两年前，李学栋装修了房
屋，买了70多英寸的超薄电
视和冰箱、洗衣机。

“闺女出嫁了，儿子在外地
上班。家里就我和老伴儿，种
种桃，闲时给人加工防雨棚，
一年下来，纯收入五六万元
不成问题。”李学栋笑着说，
目前，他正在研究种植魔芋。

“我家的桃子也卖得差
不多了，你 6 月份来最好。”
50 多岁的村民张学州种了
30 亩桃树和一些柿树，记者
见到他时，他正在将桃子打
包装箱，准备运往外地。张学
州说，他家种桃子的年收入为
2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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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色的防腐木搭建的
房子在一个又一个的桃园中
非常显眼。这是魏彦轻的桃
园+农家乐。

魏彦轻今年52岁。1993
年，他家承包了3亩多地种桃
树。农闲时，他外出打工，桃
熟时回来卖桃，每年都要为此
耽搁两个多月的务工时间。

2002 年，有市民到他的
桃园买桃时，提出想认领桃
树。头脑活络的魏彦轻觉得
这是一个新的赚钱机会，于

是开始发展“桃树认养”业
务。每逢三月赏桃花时，魏
彦轻开始接受游客认领桃
树，从最开始被认领几棵到
近几年每年被认领走 20 多
棵 ，认 领 价 格 从 500 元 到
2000元不等。认领的桃树由
魏彦轻负责打理，到成熟时，
由认领人来采摘。

自此，魏彦轻也不再出
去打工，在家安心侍弄桃
园。不仅如此，他又在桃树
下养了鸡、鸭、鹅，套种了蔬

菜、蒲公英等。
2019年，魏彦轻在桃园开

起了农家乐，食材就是园里的
蔬菜、鸡、鸭、鹅，由于天然无
公害，深受游客欢迎。今年7
月 16日上午，记者来到桃园
时，正好遇到72岁的张永德
在儿子的陪同下，从郑州来到
魏彦轻的桃园玩。“特别美，很
不错。”张永德说。

“别看桃园小，到处都是
宝。”魏彦轻说，他现在年收入
十来万，再也不用外出打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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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村中休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