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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6点，四川汉源的樱桃交易市场内，叫卖声、
还价声此起彼伏，李明松从背上卸下背篓，小心翼翼
地将樱桃倒入客商的果箱，“四点就开始摘了，今天
得来四五趟呢！”

两千公里外的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人
声鼎沸。尽管樱桃季已近尾声，“樱桃大王”刘晓月
依旧忙碌，每天有 8000斤樱桃从这里飞上北京市民
的餐桌。

作为果业界的“宠儿”，今年樱桃市场交易依旧
热度不减。6月以来，随着露地樱桃大量上市，价格
从刚上市时的每斤上百元降到了30元左右。尽管价
格一降再降，较于西瓜、黄桃等同季水果，樱桃仍是
水果市场的佼佼者。而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30元/
斤的价格让“樱桃自由”实现起来仍显奢侈。

一面是供不应求的市场和高位运行的价格，另
一面是难以扩大的种植面积和不可苛求的产量，国
产樱桃产业正站在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樱桃自
由”的实现还有多远？

身价“碾压”车厘子

取一颗晶莹剔透、红似玛瑙的樱桃放入口中，顿
时果香四溢、沁人心脾。

作为春季最先上市的果品，樱桃有“北方春果第
一枝”的美誉，味佳、量少，使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价格更是一路高歌。

从事水果批发生意已有十余年的刘晓月深谙樱
桃价格变化：3月底至7月初，国产樱桃上市，刚上市
时价格能达到170元/斤左右，樱桃季接近尾声时，价
格依旧维持在 7-40元/斤。“近几年樱桃价格比较稳
定，今年略有下降但依旧位于高位。”

事实上，前几年国产樱桃一直受到冷落，人们更
青睐于洋气的车厘子。如今，国产樱桃价格让之前
一度“封神”的车厘子“相形见绌”，相较春节档 300
元/斤的国产樱桃，车厘子30-60元/斤的售价早已跌
下“神坛”。

樱桃和车厘子同属蔷薇科李属樱桃亚属植物，
两者就像猕猴桃与奇异果，其实是同一种水果，拉开
价格差的是上市时间和运输距离。

受南北半球上市时间影响，11月至次年 2月，我
国市场上的樱桃主要以智利、澳大利亚等南半球国
家供应的车厘子为主，春节期间国产樱桃仅零星
供应。

尽管车厘子占据上市时间优势，但经预冷、分选、
分级、包装等一系列处理后，漂洋过海到达消费者手
中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新鲜度自然会大打折扣。

如今，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对优质樱桃的需求
呈增长态势，对樱桃新鲜度的要求愈加“苛刻”。这
也为国产樱桃的突围留下了足够的战略空间。

但突围并非易事。国产樱桃若想抢先上市，只
能通过大连等地的设施促早栽培延长供应期，受制
于生物特性，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植物和人一样是需睡眠的，国产樱桃要想赶在
春节期间上市需提前休眠。”大连普兰店区大樱桃协
会会长于贵耀告诉记者，落叶时间基本决定了果树
生长时间，以美早樱桃为例，樱桃树的休眠期在
35-40 天，从结束休眠到卖果需要 100 天，若想赶在
春节期间上市，意味着果树 8月份就要开始休眠，而
正常情况下，大连的露地樱桃11月份才落叶。

提前休眠意味着“天价”的成本。“樱桃休眠需
要 0-7.2℃的低温，要想实现降温，必需在设施大棚
内安装空调，一亩地的建棚成本在 15 万元左右，安
装空调每亩需 10万元，加上电费、人工、新栽苗等费
用，一亩地就要投入 40 多万元。”于贵耀表示，高昂
的成本是春节期间国产樱桃难以批量供应的主要
原因。

另外，樱桃不耐贮存的特性决定了其不能实现
周年供应。“樱桃不像苹果，放在冷库能够储存到下
一产季，而樱桃最多只能到7-8月份。”于贵耀说，一
段时间内，即使在技术层面也难以攻破植物特性。

多重瓶颈下，目前我国樱桃供给存在一定缺口。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车厘子进口国，从产量来看，

正常年份国产樱桃年产量在120万吨左右，年进口量超
过30余万吨，从人均占有量来看，世界大樱桃主要生产
国人均消费量 2.1 公斤左右，我国人均消费量不足 1
公斤。

“目前，樱桃仍属于高端消费水果。”中国果品流
通协会信息部主任李焕玲表示，如果樱桃价格越来
越亲民的话，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多，在巨大缺口、强
劲需求的双重加持下，国产樱桃产业有着广阔的市
场蓝海和发展前景。

近年来，果品消费的个性化、精品化、品牌化趋
势越来越明显，在年轻消费者眼中，苹果、梨等传统
水果早已不是首选，面对“喜新厌旧”的消费者，国产
樱桃必须主动出击。

难以扩张的果园

沿着 108国道进入汉源境内，山山岭岭间，满目
樱桃红。

近年来，国内樱桃市场中除了一直霸屏的山东
烟台、辽宁大连樱桃外，四川汉源、甘肃天水等地的
樱桃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种植效益的驱使下，国
产樱桃产地一扩再扩。

樱桃家族分为毛樱桃、酸樱桃、甜樱桃和中国樱
桃，甜樱桃起源于高加索山脉南部，我国于 19 世纪
70年代引入种植。由于甜樱桃喜欢偏干燥冷凉的气
候，仅是山东、大连等地偏冷门的小众水果。

“在 1990年时，即便是山东，甜樱桃种植也都还
集中在胶东半岛，像泰安、潍坊等地的种植户都还在
种植原产于我国的皮薄、汁多、肉软的中国樱桃，如
今，甜樱桃已成为主栽品种。”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孙庆田说。

随着甜樱桃品种引入逐渐增多，近 20年来我国
樱桃种植面积快速发展。

目前，我国樱桃种植形成了两个优势产区，一是
以山东烟台、泰安、潍坊，辽宁大连，北京和河北秦皇
岛等地为主的环渤海湾区，二是以河南郑州、陕西西
安和甘肃天水为主的陇海铁路沿线区。近年来，除
了两个主产区外，在新疆的南疆地区、青海的海东地
区、上海、南京和安徽等地也在积极引种试栽。

面积和产量双增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樱桃
生产国：2010年我国樱桃种植面积约为 190万亩，产
量约45万吨，2022年种植面积达到了350万亩，产量
达到120万吨。

然而，尽管产地一路向西迁徙，依然满足不了消
费市场，数据显示，国产樱桃产量仅占全国水果总产
量的0.65%左右。

“国内水果市场的格局是北苹果南柑橘，面对两
大支柱水果，樱桃相对小众，虽然现在被消费者熟
知，但从产量和面积上来看，跟主流水果是没法比
的。”孙庆田说，作为温带果树，樱桃喜欢地势高的朝
阳坡，宜种区域狭窄，这就意味着樱桃种植面积不可
能无限制扩张。

以汉源为例，1984 年汉源供销社从山东引种樱
桃，但由于当时樱桃主要在山东种植，樱桃树在南方
高海拔地区未经过驯化，扩面举步维艰。

“樱桃树体高大，枝条生长旺盛，营养不好调控，
引种的前十几年里产量都很低，产区仅仅局限在清溪
镇。”四川农业大学教授吕秀兰告诉记者，经过多年探
索，通过矮化树体、拉枝修剪、施加叶面肥等，直到
2005年，种植面积才逐渐扩大，如今发展到6万亩。

6 万亩，对于汉源来说继续大规模扩面已很
困难。

“ 经 过 十 多 年 的 探 索 ，目 前 ，汉 源 在 海 拔
1000-2000米的地方都有樱桃种植，但最宜栽的区域
是 1400-1800米。”汉源县农业农村局经作站负责人
聂巍告诉记者，经过多年实践，果农也发现，在海拔
2000 米的地方种植樱桃易受到极端天气影响，不少
果农开始改种脆红李，加之国家土地政策要求，汉源
樱桃种植面积大范围推广困难重重。

不仅是新产区，老产区同样面临发展瓶颈。烟
台市福山区农技推广中心负责人刘晓静告诉记者，
福山区是烟台市樱桃主产区，尽管近几年通过补贴
的方式鼓励果农伐老建新、发展设施栽培，但近七八
年来，种植面积一直在11万亩左右徘徊。

尽管客观条件不成熟，但超高的经济效益刺激
着樱桃市场，诸多种植户仓促上马：品种老旧、熟期
集中、色泽单一、口味寡淡、软肉不耐贮运，商品属
性差，导致经销商好果难求，很难进入高端消费

市场。
“尽管国产樱桃优质果与车厘子品质相当，但在

产量及优果率方面与车厘子相比还存在差距。”孙庆
田表示，从单产看，相比美国亩均 1200斤的产量，我
国多在 800-1000斤，甚至更低；从质量看，国内普遍
采收过早，樱桃不能在最佳成熟时采收，导致果实单
果小，含糖量低。

为樱桃产业“强筋健骨”开始成为业界共识。
有的产区开始发展标准化果园。汉源县制发了《汉
源县甜樱桃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要求果农进行
标准生产、规范采摘、合理运输，从源头上提高樱桃
品质。

“爆单喽！每天 200单，供不应求！”汉源县荣酝
坊水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何中荣就是标准化种植的
受益者：严格按照技术标准种植的樱桃，糖度普遍在
20以上，有的甚至爆表，买樱桃的都是回头客。

走进合作社内，墙上挂着从产前、产中到产后的
樱桃安全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路线以及合作社员
的田间农事生产记录表。何中荣告诉记者，目前，合
作社带动周边 120户农户、100多亩樱桃园进行标准
化生产，亩均产值提升超25%。

不仅难栽还难摘

6 月初的几场降雨，又一次对烟台樱桃造成打
击，对于部分果农而言，摘不摘果已不重要，这注定
是亏损的结局。

“今年已经是连续四年在樱桃生长、成熟关键期
出现极端天气，樱桃遇雨必裂果，开裂的樱桃连五毛
钱都卖不上。”对这一结局，烟台市牟平区前柳林夼
村果农王国虎已见怪不怪，甚至想伐掉自家的樱
桃树。

其实，相较于其他果品，樱桃是果农增收的优势
产业。

“拿樱桃和苹果相比，两者开花时间差不多，但
樱桃生育期相对较短，苹果 10-11月份才采收，樱桃
6月底就能采收完毕。”牟平果树技术农技推广中心
站负责人栾日昇告诉记者，尽管对技术要求高，但樱
桃树管理相对简单，每年仅需修两次枝，进行三四次
田间管理，总体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可观的种植收益，是驱动果农选择种植樱桃的
另一动因。

“拿近几年价格较高的美早来说，5 月份设施大
棚樱桃收尾的时候价格在 30-35元/斤，品质好的露
地美早价格在 20元左右，所有樱桃品种的价格平均

下来也在 6-8 元，相较于苹果 2 元左右的均价，樱桃
是北方落叶果树中种植效益较高的。”栾日昇说。

王国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正常年份露地美早
价格 17-18元/斤，亩产 1500-2000斤，按照 60%的优
果率，毛收入在 2万元以上，除去肥料、人工等成本，
种樱桃的亩均收入超1万元。

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自然环境是横亘在
果农面前的巨大挑战。

“‘北方春果第一枝’的美誉也意味着国产樱桃
面临着更多的天气制约。”孙庆田介绍，以山东为例，
早春时节常发生倒春寒，樱桃花芽或幼果易受冻害，
直接影响当年的坐果率；在樱桃果实转色期也时有
降雨发生，易引起裂果，对于果农来说更是雪上
加霜。

农谚有言，“樱桃好吃树难栽”。除天气外，樱桃
树对水土、温湿度等因素要求更为苛刻。“甜樱桃嫁
接的砧木多为浅根系，一般在 20-30公分，下雨后果
树难以呼吸，存活率低。”孙庆田说。

樱桃不仅难栽，还难摘。“一颗樱桃的重量在 10
克左右，摘 50 个才 1 斤，且目前摘果主要靠人工，摘
得快的果农每天采摘量也不会超过 200斤。”孙庆田
介绍，为了保证品质，樱桃采摘需避开高温，果农一
般凌晨摘果，劳动强度不言而喻。

“对于樱桃产业而言，受制于气候等因素，产量
难以苛求，减产但不减收就可以说产业仍是向好
的。”刘晓静告诉记者，但当前，在土地分散化、劳动
力老龄化的现实背景下，国产樱桃产业卡在了转型
升级的关键期。

如何破题，产区正在积极探索。
位于烟台栖霞市小林哥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

设施大棚内，一排排犹如立柱般的樱桃树整齐排列，
相较传统樱桃树，其高度更低也更纤细。合作社负
责人林祥生告诉记者：“这种超密立柱型栽培模式，
为未来樱桃树的栽培提供了答题之道。”

“传统樱桃果园的株距3米，行距4米，一亩地能
种 50-60棵，一般在栽植后 6-7年才能丰产，而且盛
果期果园郁闭严重，不仅影响樱桃品质，3.5 米的树
高也增加了采摘难度。”孙庆田告诉记者，近年来，山
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联合樱桃种植企业、生
产大户积极探索种植新模式，新模式的行距为
1.5-2.0 米、株距为 0.7-1.0 米，一亩地能种 300-600
棵，种植后第 3年就能进入丰产期，盛果期亩产可达
到3500斤以上，树高也不到两米，采摘更加方便。

新栽培模式大大提高了优果率。“光照好、营养
足使密植果园的优果比例能达到 70%-80%，收益增
加了近30%。”谈到新种植模式带来的效益，林祥生满
脸笑意。

为避免极端天气影响，实现丰产稳产，近20年来
我国设施樱桃栽培迅速发展，目前，全国设施樱桃栽
培面积达20万亩，产量24万吨左右。“但对于普通果
农而言，动辄一二十万元的建棚成本并不易接受，山
区坡地、土地碎片化更是使设施大棚推广难上加
难。”刘晓静说。

产区开始推广防霜遮雨棚。“防霜遮雨棚成本相
对较低，对普通从业者来说更好接受。”刘晓静告诉
记者，这几年连续早春霜冻、遇雨裂果造成的减产问
题，使果农对防霜遮雨棚需求强烈，烟台市也出台了
相应措施，对新改建防霜遮雨棚的农户给予一定补
贴，目前已推广300亩左右。

寻找下一个“爆款”

果树生产，品种至关重要。产量的高低、品质的
好坏、市场竞争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品
种本身。

纵观我国樱桃市场，当前美早樱桃占据了“半壁
江山”。

烟台市高陵镇的一家育苗企业内，一株株苗木
整齐排列，这些果苗将被运往河北、山西、新疆、浙
江、四川、云南等地。公司负责人徐积平从事育苗已
有20余年，经历了樱桃品种的变化。

“这几年比较受欢迎的品种有美早、蜜露、玲珑
脆、俄罗斯八号等。”徐积平告诉记者，其中美早占绝
大多数，这主要是由于美早具有价格优势，最好的红
灯 10 元左右，但最好的美早能卖到 28 元左右，价格
差1-1.5倍。

其实，红灯是美早火起来前的上一个“爆款”。
“美早大规模种植并没有多少年，之前都是种红灯，
但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弊端也显露出来。”徐积平
告诉记者，红灯口感依赖成熟度，口感好的时候果实
已经很软了，果实软，运输自然成了难题，品质和运
输不能两全其美。

相较于红灯，美早的“高素质”成就了其走红之
路。徐积平告诉记者，美早是一种低酸度的品种，六
七成熟的时候酸度也不高，硬度高、果个大、色泽好
的特点，使其风靡樱桃市场。

美早并非完美，这些年也开始暴露短板。“美早
的自然坐果率和产量都不稳定，容易裂果、软果，这
几年价格也开始走低，以前价格好的时候，最低在
200元/斤左右，现在早期价格也能达到二三百元，但
是总体上平均价格在50元/斤左右。”徐积平说。

事实上，我国樱桃并不缺品种，甚至百花齐放。
红灯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通过人工杂交育成的樱桃品种，2010年至今，国内
各樱桃育种机构选育了20多个优良品种并进行大规
模种植。

除自主选育外，我国也从世界各地收集樱桃品
种资源。当前我国引种超过 250 个，其中主栽品种
30-50个，除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从美国引入的美
早外，乌克兰系列、俄罗斯八号等品种在我国也有出
色的表现。

目前，我国樱桃品种经历了多次迭代。“第一代
是那翁、大紫等，第二代红灯、意大利早红等，第三代
先锋、拉宾斯等，第四代美早、黑珍珠、萨米脱等。”山
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果科所高级农艺师李芳
东告诉记者，但当前，我国大多数产区栽种的都是早
熟品种，由于樱桃不耐储运，不可避免地在集中上市
时发生“价格踩踏”。

业内在寻找，下一个“爆款”在哪里？
在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樱桃育种圃

和种质资源圃内，已命名以及未命名的樱桃品种正
在接受自然环境的检验。

“选育新品种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优质樱
桃果品多元化需求以及种植者对优质、丰产、抗逆品种
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错峰上市。”李芳东告诉记
者，一个好的樱桃品种意味着果树能够丰产稳产，果实
硬度大耐储运，且单颗重量要达到10克以上，为迎合我
国消费者喜甜的口味，果实酸度也要低一点。

“不同品种在各地的表现不同，很稀奇的、炒作
起来的品种，由于品种的评价时间不足、配套栽培技
术不完善，反倒不会建议果农发展。”李芳东表示，近
年来，我国樱桃栽培区域逐渐移向中西部和南部，横
跨温带、亚热带，各栽培区域地理和气候条件千差万
别，对于产区而言，只有在本地经过多年的大田试验
观察，筛选适应当地立地条件，生产上没有特别大的
缺陷，又在市场上受欢迎的品种才是好品种。

与大多数产区种植美早不同，汉源的樱桃园内，
80%的面积种植着红灯。

“美早因为硬度比较大，在汉源的体现是在果实
顶部很容易出现兔唇状的裂口，红灯偏软且比美早
早成熟7-10天，更适合汉源的地理条件。”聂巍向记
者介绍，市面上的红灯价格每斤在10元左右，而汉源
红灯的价格能达到每斤60多元。

优质优价的背后除了品种适宜当地环境外，也
离不开科技的加持。

“高海拔地区种植的樱桃在果实膨大、转色及成
熟期都会遇雨裂果，果实成熟后，还会受到鸟、蜂、果
蝇的危害，为避免风吹日灼，果农把套在苹果上的袋
子套在了樱桃上。”聂巍告诉记者，套袋收获了意想
不到的惊喜，果农在樱桃转色期就进行套袋，待樱桃
充分成熟后采摘，进一步提高了樱桃品质。

如今，保鲜难、运输贵仍是横亘在产区和消费者
面前的鸿沟。“樱桃采收时果实的温度在 25℃甚至
30℃，高温下果实的呼吸强度很大，病菌侵染率就相
对较高。为了保鲜，邮寄费用甚至和樱桃价格相
当。”顺丰速运相关负责人表示。

值得欣喜的是，多家快递公司正在向产地进
军。通过进驻樱桃产区，下沉到村设置业务揽收点
的方式，助力樱桃产业实现产后处理、包装升级、线
上销售等方面的升级。

一句“樱桃自由”，蕴含着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
些许调侃和期盼，而对于国产樱桃产业来说，“樱桃
自由”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精品、优质永远
是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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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供不应求

的市场和高位运行的

价格，另一面是难以扩

大的种植面积和不可

苛求的产量，国产樱桃

产业正站在转型升级

的十字路口。

樱桃上市季，果农喜笑颜开。 受访者供图

四川省汉源县樱桃交易市场内，工人正在分拣樱桃。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侯雅洁 摄

6月27日，北京市海淀区一家超市内，消费者在购买樱桃。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侯雅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