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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亩地的桃树超过两千多株，而主要
劳力就他一个人，忙碌时就会请左邻右舍帮
助，所以每一年的工钱支出超三万元。立夏
过后，蜜桃就需要上套，一个套的成本是七
角，而请人套一个套的工钱也是七角，不仅
如此，外套套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果实的成
型和发育，这时，刘衍三就要没日没夜泡在
果园，查看和监管。那种累和辛苦是旁人无
法以体会的，瘦小的刘衍三把满腔的心血都
倾注到这一片果园里了。

“2000年是大丰收年，蜜桃个大产量
高，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尤其是

听到客人赞叹，我的心啊比吃了这蜜桃还要
甜。”刘衍三7年的种桃经历中，这一年是高
光的，也收获了大批蜜桃粉丝。每到成熟
季，古庙村民朱秋莲就会来果园亲手采摘：
“我一直喜欢吃桃，这里的蜜桃口感特别好，
而且桃形也很美，是我见过的最像寿桃的蜜
桃，送人特别适合，所以我每年到时候就会
惦记来一趟。”像朱秋莲这样的粉丝是刘衍
三最主要的顾客。

“而今年是最难的，我差点就要放弃
了。”刘衍三说，今年夏天太热了，而且又没
雨水，正在生长期的蜜桃没有了雨水的滋

养，个头就会受影响。为此，他动用了抽水
机，人工给桃树浇灌。10多亩的山地还好
些，因为附近有水源，而且土地蓄水能力强，
刘衍三过几天就浇一次水。但另外30多亩
是滩地，蓄水能力差点，只好用抽水机抽水
灌溉，但没几天，本就不多的溪水就被抽没
了，只好再挖引水渠。大热天户外劳作的苦
累让刘衍三身体有些难受，但为了蜜桃的生
长，他咬咬牙挺过来了。

“还好今年没有大的台风，蜜桃脱套后，
浑身雪白，形如寿桃，被太阳暴晒二三天后，
桃身上就出现一片晕红，卖相更好了。”为了

让蜜桃照耀到更多的阳光，晕红更好看，刘
衍三又加班加点将桃树顶上的大枝条进行
修剪，腾出空间，让更多阳光照起来。与此
同时，为了方便客人采摘，他又要用除草机
将桃树下的杂草进行清理。“今年真是太不
容易了，总产量少了至少三分之一，但好在
甜度上升了，保存时间也相对可以久一点，
已经算很不错了。我表示满意。”刘衍三坐
在果园田埂上，阳光照在他古铜色的脸上，
汗珠串串滚下，没入田间，也许是习惯了他
并没有拭汗，而是望着在果园采摘的客人，
听说客人对蜜桃的赞美，淡淡地笑了。

那是2015年下半年，五十岁出头的刘
衍三在广州办服装辅料加工厂。有一天收
到刚刚大学毕业大儿子刘敏的一个消息，刘
敏想在家乡沙头镇古庙村从事农业种桃
树。憨厚朴实的刘衍三当时考虑到没有农
耕经验的儿子此番肯定是忙不过来，而且特
别需要他帮忙，于是，他毅然决定回乡，帮助
儿子把桃园建起来。

刘敏想种桃的想法来自一位山东同学
的建议，也是在这位同学的帮助下，刘敏从
山东引进了第一期约700多株“金秋蜜桃”

苗，并从同乡处流转了十多亩地，2016年新
年伊始，刘衍三和刘敏父子上阵当起了果
农。

细长的桃树苗种下去了，日常的管理怎
么办？只能向买苗的山东商家讨教，遇到什
么问题就打电话询问，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
候除草，也要问问才放心。理想总是美好
的，但现实却是让人无奈。桃苗种下去后，
前三年都是生长期，不会结果。当刘敏有了
经营的机会就把桃园的管理任务全部委托
给了父亲刘衍三。而此时的刘衍三看着长

势良好的桃苗，想象着桃子成熟后的丰收，
信心十足。第二年也就是2017年，他又在
不远处流转了20多亩地栽上“金秋蜜桃”。
就这样，桃园面积达到了40来亩，刘衍三从
此全身心扑在桃树上。

“想让桃树结出丰硕的果实，就要投入
十二分的用心。尤其是每一个关键点，一定
要做到位。”经过7年的打磨，现在的刘衍三
讲起种桃是滔滔不绝，疏果，病虫害防治，剪
枝等，每一年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而农民
出身的刘衍三都能对症下药。终于，辛苦换

来一树芳华，桃子成熟上市了。这个品种的
蜜桃属晚熟型，开花虽然比我们本地桃子
早，但结果却晚一些，所以生长时间相对长，
具有个头大、外观美、水分足、产量高、肉厚
脆嫩、香甜可口等特点，是蜜桃中的上品。

“第一批桃子受到了客人的一致好评，
40多亩地大概总收成4万来斤，品相好的
可以卖10元1斤，小点的卖5元1斤，基本
实现了当初的想法。”刘衍三说这话并没有
太多的喜悦，因为这甜蜜的丰收背后是太多
辛苦的付出。

一个人坚守40亩桃园7年，一年年从满树桃花开到鲜甜蜜桃熟，其中的
辛苦和付出少有人知，传统农业之路艰难，还能走多远——

父子仨的纠结
“15篮？好的，我尽量给你摘好，价格和去年一样。”连日来，刘衍三的电话成

了热线，一个接罢另一个又响起，几乎都是要蜜桃的。由于今年采摘时间延后了，

老客户们都迫不及待，频频来电询问。站在枝条上压满又大又红，娇艳欲滴蜜桃

的果园，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的刘衍三很是感慨，第七年了，在他没日没夜的操劳

下，这片果园渐成规模，桃树越来越高大，桃子越生越多，名气也日益响亮，而他的

麻烦也随之而来。

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甜蜜后面，有一位果农长长的一声叹。

“父亲太累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他有三百多天在果园，除去成本，一年收
入也没多少，我就劝他说干脆不要搞算
了。”刘程是刘衍三的二儿子，父亲的辛苦
他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趁近日生意不
忙，他赶紧回家到果园给父亲帮忙。他
说：“搞水果种植要花费太多功夫 ，尤其
是像老爸这种完全传统方式种植，规模一
大就更累人，目前40亩的果园对于老爸来
说是在超负荷运转。”

“还好亲戚和村民都很支持我，只要我
有需要，他们都会帮忙，有时还是无偿的。”
刘衍三认同刘程的说法，甚至当初带他入行
的大儿子刘敏也看不下去他这么辛苦，也会
劝他不要干。“但是下水容易上岸难，有这么
多老客户了，如果果园没有人接手，我只能
干下去。”刘衍三表示，去年摘桃完毕后，他
就萌生退意，问了很多人都不愿接手，只好
又硬着头皮干了一年，今年又前所未有的辛
苦，这让他的疲惫感更重了。

虽然刘衍三种了七年桃子，但记者了解
到他并没有走农场化路子，也没有注册成立

经济体，所有的操作几乎都是传统的。也曾
想做桃酒，也有收桃胶，但都没产生什么经
济效益。种植如此销售亦如此。当蜜桃成
熟时，他就会在离果园不远处的村路口搭个
销售处，路过的客人看到就停车带几斤，剩
下的就是老客户通过电话预订或亲自来果
园采摘。由于产量不高，这几年销售倒一直
没问题，但也存在不如意之处，大的卖相好
的受欢迎，但小的虽然口感上没问题，但卖
相不好只能低价出售，如果特别小的就直接
丢在田头了。“一株桃树，特别大的好果其实
并不多，最多占到一半，而且这一半还要防
鸟啄，每到成熟季都要千百计防鸟，直到今
天还没找到特别有效的方法。所以，到最后
算收成，一年辛苦下来真赚不到多少钱，这
也是我心生退意的主要原因。”刘衍三无奈
地说。

虽然没有成立公司也没有做广告，光鲜
亮丽的蜜桃甚至没有配上身份的外包装，但
胜在品质好口感佳，政府相关部门也看到了
这个果园。今年有技术人员过来指导过，沙
头镇也想办法给了些农药补助，这给了一直

单打独斗的刘衍三些许温暖。
“等这批蜜桃采摘完毕，我们会和老爸

认真商讨下何去何从，如果继续干就要舍
得投入，走科技种植文旅融合之路，提高
果园经济效益，如果不做了，也要找条路
子，不能让好好的桃树就此浪费了。”刘程

说出了刘衍三的心里话，此时，他望向桃
树的眼神有些复杂。那一株株7年桃树身
躯已显粗壮，桃枝舒展，个个挂果白里透
红，虽大小不一都传递出秋收的丰盈。
他，舍得放下吗？

记者 董秀燕 文/摄

辞商回家帮儿子建果园

今年总产量少了三分之一

来年人面桃花能否相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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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来采摘的大多为老顾客每年来采摘的大多为老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