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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早过古稀之年，老友们见老爸整天忙
忙碌碌，精力沛然，都以为老爸有养生妙法。

其实老爸年轻时，身体亦很虚弱，患过多
种疾病，但是老爸并不把它放在心上，有病服
药，无病工作，心态怡然。十年前，老爸患了

“手抖病”，双手发抖，无法抑制，每次书写，一
字一抖，字不成形。老爸跑过几家颇有知名度
的医院，医生说老爸这病是无法治愈的，只能
是带病终生了。老爸闻变不惊，思绪不为所
动，心想：人生在世，非神非仙，哪能不生疾
病？纵然奇疾怪病缠身，又何足惧！如果为此
终日忧心如焚，愁眉不展，能有什么好处呢？
不如顺其自然，做我所应做，乐我所应乐。老
爸照样天天走路健身，照样每天上下跑楼梯，
多达二十余次，照样挥笔作文以自娱。这样一
来，精力倍增，心怀畅然，事事都感兴趣，事事
都想参与，疾病也有些望而却步了，手抖病也
有些好转了，老友问老爸有什么健身祛病的诀
窍，老爸说，诀窍并没有，保持心态平衡最重
要。

人们的心态大致有两种，即积极心态和消
极心态。比如，时至寒冷的冬天，有的人会说：

“唉，冬天又来了。”而有的人则说：“啊，寒冬既
来，那离春天不远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
态。前者是唉声叹气的，后者是平和乐观的。
情人眼里出西施，阳光心态万事美。有什么样
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精神面貌。

医学研究表明，情绪的好坏与人的健康
密切相关。当人们遇到精神压力而处于紧
张、愤怒、焦虑等不良的心理状态时，就会引
起生理上的异常改变。世界卫生组织对人的
健康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人的健康长寿 15%
取决于遗传，10%取决于社会条件，8%取决于
医疗条件，7%取决于自然环境，而 60%则取决
于自己，其中排在第一位的秘诀就是心态。我
国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云：“怒伤肝、喜伤心、
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心态乖张，脾气暴
躁，容易伤害身体，迷失心智。

心态平和，主要指开心乐观不计较，大度
豁达不攀比，顺其自然不苛求。这是一种良
好的心理品质。它不仅包含着理解和宽容，
更显示着气度和胸襟。有了豁达这种平和心
态，就不会在世俗中随波逐流，追名逐利；就
不会对身外之物得而大喜，失而大悲；就不会
对世事、对他人牢骚满腹，攀比嫉妒。

宋代诗人陆游诗云“养气宽心不知年，花开
花落总欣然。淡泊宁静三分喜，八十九十也少
年。”陆游的养生感悟，还是值得老年朋友学习。

养气宽心不知年
■ 黎洁

大暑，夏季最后的一个节气，也是最“烤”验
人的时期。我儿时的故乡，在大暑后最炎热的
一段时间里，正逢上抢收抢种的“双抢”。但无
论如何热，人们也会迎“热”而上，坚决完成“双
抢”任务。

我那年轻的母亲，忙活了一上午回家，晒红
的脸上布满了汗水，衣服也湿透了。吃过午饭，
稍作休息，又到田里去割禾或插秧。

打稻机隆隆地响着，烫人的阳光持续地
“烤”着正在劳作的人们。大家鼓足干劲，挥汗
如雨地工作着。为了防止中暑，每家都准备了
甘草金银花凉茶。不到上午十一点，姐姐会带
上我到田里去送凉茶。满头大汗的叔叔从打
谷机上迅捷地下来，他竟然一连喝了五大碗凉
茶。不过，他一边喝，却一边出汗，好像脸上有
一个筛子，将喝进去的茶水即时筛了出来。有
时，我们也会送一个甚至几个西瓜到田边去，
切了给大家吃。在矿山上班的父亲，一下班，
也会参加到“双抢”中来。傍晚，疲惫的父亲走
回家，倒一杯米酒，坐到竹椅上，慢慢地喝，母
亲会叫我们给他摇蒲扇，那时的父亲好像就是
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老爷”。

大暑前后正是作物生长最快的时期。不
过，若是在持续高温的情况下，缺乏雨水的浇
灌，作物恐怕会很快地走向死亡。好在这个季
节，雷阵雨最多，有时完全是“东边晴天西边
雨”。这样，高温加雨水的模式，才使得作物能
够疯长。

然而，在“双抢”时，人们也最怕突如其来的
暴雨。一旦发现即将下雨，就得赶紧将晒在晒
谷坪里的新谷收拢起来，快速地用薄膜盖好。
新谷若是被雨淋湿，长出芽来，那就会是很大的
损失。

“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高温天气“烤”
验着人们和作物。傍晚一回家，男人们大多会
迅速地跳入池塘里洗澡。吃过晚饭，劳累了一
天的人们就会带上扇子，到大树下乘凉，聚在一
起聊天。在如水的月色下，那诱人的稻香正在
悄然地弥漫。

不过，大家都知道，大暑过后，就是丰收
在望的金秋。一想及那美好的前景，面对这
种艰难的“烤”验，大家也不会觉得特别地难
熬了。况且，热天既然能让作物快速地拔节
生长，也照样能让人们的事业取得长足的进
步。故而，我们也不会让高温天气挫败我们
的斗志，在大暑的“烤”验面前，我们会咬着
牙挺过去，然后，大踏步地朝着果实累累的
金秋走去。

大暑之“烤”
■ 苏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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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果乡欢歌。中国水果第一
市——广东省茂名市，刚刚送别“日啖荔
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甜蜜季节，
又迎来了“益气养心龙眼香，肉弹甘雅似
冰糖”的高光时刻。分布在全市各地的70
多万亩龙眼，硕果累累，先后上市。七月
上旬，我们随同茂名市老（扶）促会负责科
技兴果的邓振权副会长，到该会的龙眼示
范基地，检阅科技兴果成果，品味成功喜
悦。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坠弯枝桠的龙
眼，听到的都是喜获丰收的捷报，令人心
旷神怡！

丰收时节忆征程，心潮澎湃增信心。
茂名市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水果第一市，
2020 年水果面积达 362 万多亩，产量达
425 万吨，产值达 279 亿元。茂名市老促
会因地因时而动，自1998年开始实施“科
技兴果”工程，至今共投入资金769万元，
扶持项目663项（次），引进或改良品种20
多个，试验示范面积76715亩，培训技术人
员和果农2万多人（次），获得省、市科技成
果奖20余项。老区科技兴果，已经成为茂
名市老促会独树一帜的亮丽名片！

情满老区果满山
——茂名市老促会“科技兴果”纪事

■ 卢忠仁

茂名市老促会的科技兴果工作，为什么能够
坚持25年，一直风生水起，硕果累累？总结起来，
主要有四条宝贵经验。

一、初心不变。他们认为，成立老促会的初
心，就是推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帮助老区
人民脱贫致富。茂名市4839个老区村庄，大部分
处于偏远的山区和丘陵地带，交通不便，资金、技
术资源不足，兴办二三产业比较困难，而老区村
庄山地多，土壤气候适宜水果生产。在老区引
进、推广水果优良品种，普及水果生产先进技术，
解决水果生产发展中的问题，是帮助老区千家万
户脱贫致富最有效的途径。25年来，茂名市老促
会先后经历了五届理事会和六任会长，但每一届
理事会、每一任会长，都坚持初心不变，做到换届
不换思路，换人不改初心。

二、队伍不散。谋事在人，人是决定因素。
茂名市老促会的科技兴果工作，除了初心不变
外，在于队伍不散。进入老促会工作的人，都是
离退休人员，这些人干若干年后都要退出老促会
舞台。如果老促会科技兴果后继无人，那么毕竟
是一代风流。1998 年，该会风云际会，一批农业
生产专家云集于此：名誉会长黄春藻曾任茂名市
长、高州县委书记，副会长周仲伟曾任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高州县委书记，他俩在上世纪 80 年
代搭档高州县委书记、县长，合力创造了高州“全
国水果第一县”奇迹；副会长陈子璜，曾任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和信宜县委书记，一生钟情于农业
农村工作。上述三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这“一处”就是科技兴果，由是奇招迭出，创造了
该会科技兴果的第一代辉煌。数年后，这三人由
于年纪、体力原因，先后退出了老促会的具体工
作。而经他们推荐的副会长沈芸，接过了科技兴
果担子。沈芸副会长曾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和茂名市副市长，科班出身，长期从事和主管农
业工作，是当地顶尖的水果生产专家。沈副会长
接班后激情四射，足迹遍及茂名市老区村庄，续
了科技兴果新辉煌。沈芸未退出老促会时，就选
择当时未退休的市水果局长邓振权来会协助工
作。邓振权从事水果研究30多年，是粤西地区大
名鼎鼎的水果生产专家。2018 年沈芸退出老促
会，科技兴果重任便由邓振权副会长接手。这
样，该会届届都有水果专才，保持工作的连续性，
能够续写辉煌。

三、合作不断。茂名市老促会拥有德高望重
的老专家，但他们毕竟年纪较大，体力有限，难以
凡事都亲力所为。凭着丰富的行政经验，老同志
驾轻就熟运用了“借船出海、借梯上楼”方法，这
个方法使他们如虎添翼。茂名市是全国水果第
一市，与之相伴的是拥有水果生产群体技术优
势。在体制内，有市水果局和水果研究所；在体
制外，有社会团体市水果学会。茂名市老促会与
此三个单位精诚合作，团结攻关。当时，市水果
局和水果研究所工作经费不足，科研经费也不
多。针对这种状况，老同志出面反映，增加他们
的办公经费，解决他们阶段性“无米之炊”问题；
而科研方面，老促会从老区基金收益中安排资
金，补充他们的科研示范经费。对市水果学会，
更是厚爱有加。市老促会主管老区基金的副会
长周仲伟，当时又被选为市水果学会会长，他借
鉴老区基金的做法，与水果学会其他领导一起努
力，筹资建立了水果学会基金，并且同意水果学
会基金与老区基金合作，在茂名市光华路购买一
处临街房产，其中水果学会占339平方米，这房产
由老区基金代管，每年将应得铺租一笔划给水果
学会。这样，原来人才济济，经费却“空空如也”
的水果学会，每年有了3万多元的固定收入，保证
了学会运作的经费。经济上的互相帮助，进一步
增进了双方友谊，确保了双方在科技兴果方面关
系牢固，珠联璧合。

四、投入不减。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
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实践证明，任何工作都需要
财力支持。茂名市老促会的科技兴果工作，25年
来都有财力支撑。1995年，该会成立了老区基金，
得到社会各界和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又成立
了面向境外捐款的扶贫基金，得到原籍茂名市的
香港同胞大力支持。现在，老区基金拥有物业（房
产）5358平方米，扶贫基金拥有物业（房产）14558
平方米，两个基金收益从初期的每年数十万元很
快增加到数百万元。自1998年起，两个基金就把
科技兴果列入安排项目，每年保持 30 万元左右。
25年来，先后换了5任基金管委会主任，但这项安
排雷打不动。这样，不论谁负责科技兴果工作，都

“手里有粮，心中不慌”，每年春季即可按计划拨款
给各个示范点。不论是引进新品种，还是推广新
技术，亦或是举办培训班，都有经费保障。

茂名市老促会在生产技术上迭出奇招、屡
创奇迹的同时，在品种推广、种植管理方面坚持
抓典型、刻样板，所谓的“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
片”方略。

办好两个点，澳洲坚果从 3000 株发展到
30000亩。坚果类水果一直受消费者青睐，而且
价格不菲，绝大部分靠国外进口。近十年来，与
茂名信宜市相邻的广西岑溪发展澳洲坚果获得
成功，发展形势如火如荼。2014年国庆节前，茂
名市老促会一个常务副会长，将获知的这个信
息告诉负责科技兴果的领导沈芸，并建议她带
队去岑溪考察。当年 10 月 7 日，沈芸率队前往
岑溪调研，现场令全体考察人员激动不已。他
们认为，信宜与岑溪地理环境相同，发展澳洲坚
果大有作为。于是，决定在信宜搞示范点。翌
年春，购回果苗 3000 株，其中 2000 株配给老促
会原金桔示范点——平塘镇湾龙村退伍军人张
可正果场，其余分发给有关乡村果农试种。张
可正果场的这批澳洲坚果，2017年开始挂果，去
年收获 2 万多斤，收入 11 万元，今年估计收获 4
万多斤，估计收入可达 20多万元。继张可正示
范点后，老促会又发现信宜朱砂镇燕水村李君
德户种植澳洲坚果获得成功，于是又把其列入
示范点，组织各地果农前往参观，分头在两个示
范点举办技术培训班。至 2022年春季，信宜市
种植澳洲坚果达30000多亩，成为水果品种生力
军。

十年磨一剑，常有菠萝蜜从一株发展至
10000 亩。茂名市常有菠萝蜜，近年已成为广
州、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水果店的宠儿。它果
体适中，果相亮丽，味道甜脆且带有蜂蜜味，而
且食用不粘手，这些特点深受消费者欢迎。说
起常有菠萝蜜的培育、示范、推广，整个过程都
凝聚了老促会的心血。茂名市菠萝蜜生产历史
悠久，品种众多，但由于产量、质量问题，尤其是
传统菠萝蜜汁稠粘手，开果时双手要带着手套，
刀抹青油，十分麻烦。历史上曾引种过泰国和
马来西亚菠萝蜜，但由于果实太大，粘手问题无
法解决，难以推广。茂名市水果研究所在一次
水果调研中，偶然发现禄段果园内有一株菠萝
蜜变异品种，果体适中，肉较甜脆，于是培育改
良，意外出现了果汁不粘手的效果，便模拟发现
人名字的谐音，将其命名为“常有菠萝蜜”。自
2006 年开始，几个单位合作在化州市林尘镇棠
美村办示范点。至2014年7月批量挂果上市销
售，甫一上市就赢得消费者欢迎，收购价每斤 6
元。一炮打响后，他们指导种植户剪枝、培冠、
选果、防治病虫害，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并
在周边村庄推广种植。2021 年，棠美村有 500
多户种植，面积达2300亩，其中1800亩挂果，总
产量 50 万斤，收购价每斤 4 至 6 元。其中一株

“蜜王”，单株挂果 180 个，产量 1500 斤，收入
7500 元。目前，林尘镇及周边乡镇种植常有菠
萝蜜10000多亩，产品远销大江南北。

龙眼残园改造，从一个点扩散到 3000 亩。
茂名市70万亩龙眼，绝大多数是上世纪90年代
种植的，其中一些果园，由于资金投入、管理技
术或者果园易主等原因逐步失管，龙眼丧失开
花结果能力，变成残园，面临砍树清园的命运。
能不能采取改造措施，使这些残园起死回生，重
新开花结果呢？茂名市、茂南区两级老促会在
市水果部门支持下，选择金塘镇南埜果园为示
范点，进行残园改造试验。该园水果面积 230
亩，其中龙眼面积 100 亩（1200 株），植于 1994
年，虽然树高冠大，但挂果寥寥，到 2017年已成
残园。从 2018 年起，老促会连续 3 年拨出经费
共 55000 元支持改造工程。他们组织技术人员
与 2016年承包该果场的纪泉文合作，共同探索

“老头变少年”的残园改造新路子。首先是回缩
矮化，把六七米高的龙眼树回缩至 1.2 米左右，
不留抽水枝；接着是重施有机肥白鸽粪和复合
肥，使矮化后的果树迅速恢复树冠；然后加强防
病、促梢管理，待抽梢六七次、主枝明显后进行
疏枝，每株保留 80 至 100 条枝稍。该园龙眼残
园改造，2018 年回缩矮化，2019 年开花结果，收
获龙眼 42300 斤，收入 15 万元；2020 年收获
50000 多斤，收入 42 万元，2021 年收获 114540
斤，收入 767180元，最高单株产量 700斤。改造
后的南埜龙眼园，收获时节挂果累累，吸引了茂
南、高州等地龙眼园老板、果农前来参观学习，
带动茂名市龙眼残园改造3000多亩。

25 年来，茂名市老促会在科技兴果方面大胆构
思，缜密论证，循序实施，奇招迭出，捷报频传。

“黄榄公”变成“黄榄乸”。信宜市池垌镇旺坡村，
上世纪90年代初发动群众种植黄榄1900多亩，决心实
现“以榄富民”。但种下多年，长势良好，却不结果，群
众谓之为“黄榄公”，对其失去信心。茂名市老促会科
技兴果人员到实地调研后，征求水果专家意见，决定
给黄榄嫁接换种。两年后，这 1900 多亩原不挂果的

“黄榄公”挂果累累。高州市平山镇田坪村委会同样
有360亩“黄榄公”，在老促会指导下，于2002年也实行
嫁接换种。2004年验收，平均株产 15公斤，高产株达
30公斤，比改良前增加8倍。茂名市范围内原有的“黄
榄公”，经老促会指导实行嫁接换种后，全部变成了

“黄榄乸”！
“手指头”变成“大金杯”。信宜市钱排镇 1974 年

从广州从化三华公社三华李基地引种500株三华李果
苗，获得成功，现已发展到 10 多万亩，年产量 10 万多
吨，总产值近 20亿元。但发展过程中，曾经存在果小
质差价低问题，人们对那些小果称为“手指头”。2000
年 9月，该会名誉会长黄春藻、副会长陈子璜，与信宜
老促会副会长雷大鸣等人，专程到钱排调研三华李果
小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他们惊喜发现，该镇梭垌村
许宗文户有两株大果三华李，每株年结果200多斤，单
果重达 50克以上，每斤卖价十多元，比普通三华李高
三四倍！而且销售不出园，果未熟就被人定购。黄春
藻当即决定，老促会每年出资 9000 元承包这两株母
树，用18000元租地办苗圃，花钱雇人搞芽接。从2001
年到2009年，每年采芽育苗30000株。钱排镇委、镇政
府坚信三华李“小果改大果”的光明前景，举全镇之
力，培训果农，推广良种，普及良法。经过数年努力，
钱排三华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面积迅速扩
大，而且实现三华李果大肉脆味甜，被评为“岭南佳
果”，名誉神州。

十五月亮十三圆。茂名市是中国最大的龙眼生
产基地之一，全市种植面积70多万亩，所种的储良、石
硖均是我国目前最优良品种。但是，传统的龙眼收获
期集中在七月底八月初，销期短，销路挤拥，影响价
格。能否通过人工调控技术，实现“十五月亮十三
圆”，从而拉长龙眼收获期呢？从2000年开始，茂名市
老促会从设想付诸实践，开展协作技术攻关。经过艰
苦探索，几经失败后终获成功，龙眼收获期提前一周
到一个月，卖价比正季龙眼大幅提高。他们的示范点
——沙院镇那贞村五兴果场，2003年开始探索龙眼产
期调节，后获得成功，2007年龙眼 70亩，平均亩产 914
斤，卖价比正造龙眼高三倍多，纯收入 49万元。另一
个示范点——高州市曹江镇罗平村郑耀明果场，龙眼
面积 20亩（350株），当年 7月 9日开始采果，上市早 20
天，共收果33000斤，纯收185000元，亩均9250元。目
前，茂名市70万亩龙眼中，有一半实施产期调节技术。

“小乌鸦”变成“金凤凰”。茂名市在上世纪 90 年
代中期，荔枝生产面积就达150万亩，是名副其实的全
国最大荔枝生产基地。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困扰
果农的老大难问题，这就是大部分荔枝为中熟白腊、
黑叶品种。这些品种上市过分集中，品质一般化，价
格较低，人称“大路货”。遇上水果“大年”，这种荔枝
收购价每斤才几毛钱，与雇工摘果的工钱差不多。茂
名市、高州市老促会一直把改良白腊、黑叶作为主攻
方向，组织专家攻关，经过多次实验，终于在高州市沙
田镇桃栏村示范点找到了“留头换面”方法，改劣为
良。该村荔枝 3200亩，九成以上为黑叶品种，2003年
通过荔枝换冠，将黑叶改为从广西合浦引进的良种荔
枝鸡嘴荔，两年后结果。至2013年，全村共嫁接48000
株，产量达到全市荔平均亩产量的4倍左右，价格为黑
叶荔枝的 2倍多，实现了荔枝“小乌鸦”变成“金凤凰”
的华丽转身。目前，这种荔枝换冠术已在茂名地区广
泛推广。

迭出的奇招

闪亮的“群灯”

◀茂名市
老促会时任会
长黄涛（前右
2）、名誉会长
邓刚（前右4）
观看高州龙眼
获“首届中国
农业博览会金
奖 ”母 树 碑
记。林保摄

▲2020年6月19日茂名市老促会在化州林尘举
办常有菠萝蜜水果文化节期间，召开科技兴果现场
会。主席台左4为会长罗明，左5为名誉会长沈芸。

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