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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株大果三华李发展为全国最大三华李生产基地
——信宜市钱排镇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乡村振兴侧记

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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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
东视察时强调，发展特色产业是实
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着
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兴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茂名市委、市
政府提出的“五棵树一条鱼一桌
菜”的乡村经济发展部署，是符合
党中央关于全面振兴乡村的发展
战略。但信宜市钱排镇三华李的
发展经历过较长时间，许多人不了
解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在茂名
工作和生活了60多年，参与促进老
区建设30多年，对我市农村经济发
展情况比较了解，特别是对信宜三
华李果树的种植情况的了解。

信宜钱排镇是地处山区贫困
落后的为革命贡献大、牺牲大的革
命老区镇，我多次到该镇调查研
究，但只能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

题。2000年 9月，茂名市老促会科
技兴果小组在该镇梭垌村发现村
民许宗文种有二株大果三华李，市
老促会引导当地农民通过嫁接育
苗，经过多年的逐步发展，目前种
植面积超过了10万亩，是全国最大
的三华李生产基地。带动了全镇
的旅游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促进
当地革命老区镇的经济发展起到
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钱排镇三华李是如何引种发
展的呢？据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钱
排 供 销 社 工 作 的 梁 基 毅 回 忆 。
1972年，他和几位同志赴粤北翁源
购买三华李果苗一批，分给当地的
几个大队农户种植。上世纪 90年
代，我在钱排调查研究时，看到村
中种的三华李都没有认真管理，长
势很差，有的没有结果，有的结了

果，但果子又少又小。
茂名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决定

成立由黄春藻、陈子璜、周仲伟、沈
芸4位厅级退休干部为领导的科技
兴果小组，把以科技兴果支持老区
经济发展作为老促会一项重点工
作。

2000年 9月，黄春藻、陈子璜、
周仲伟与信宜老促会会长张炳炎
等同志到信宜钱排调研水果生产
时，发现梭垌村许宗文种的二株三
华李，生长茂盛，挂果很多，果大
（单重50克以上）优质（甜中带酸）、
外型好看、丰产（单株年产200-250
市斤）、售价高（12元/千克，小果三
华李为 1.6 元/千克），认为是一种
很有发展前途的水果，应大力扶持
其发展。经过两级老促会研究并
与许宗文协商，决定以每年6000元

连续三年补偿承包许宗文二株三
华李采芽条嫁接育苗，扶持许宗文
办苗场，育出果苗，由老促会付款，
免费赠给群众种植；钱排镇负责发
动第一批种植户，由市水果技术人
员讲解栽培技术后，带苗木回去种
植，种植后科技人员全程指导。经
过多年努力，首批1800亩大果三华
李示范项目于 2007年全面投产上
市，丰产丰收，很快在全镇分批普
及种植，并带动茶山镇小果三华李
改种钱排大果三华李和周边各镇
开展大面积种植。

钱排优质三华李的大规模种
植，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效。据统
计，现在种植面积达 10.2 万亩，总
产量达14万吨，销售价格也逐步提
高，每市斤达15元以上。在三华李
上市季节，钱排电商、采购人员、汽

车运输车辆、旅游人员众多，带动
了民宿和餐饮业的发展；“山水双
合”、“香雪李花”、“银妃李果”等旅
游项目和景点引领大批游客前来
观光，使贫困的山区镇走向了全面
振兴。

经过 22年持续不懈地致力于
优质三华李的发展，使信宜市和钱
排镇成为全国闻名的三华李种植
市和镇，获得多项殊荣。2006 年，
信宜市被评为“全国三华李生产龙
头县（市）”，成为全国最大的三华
李生产基地。2011年，信宜三华李
被评为“岭南十大佳果”。2017年，
在全国优质李评选中，信宜三华李
荣得“金奖”。2013年，信宜三华李
主产区钱排镇被评为“全国三华李
标准示范区”。此外，信宜三华李
还先后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认证，被授予“广东省农业
名牌产品”称号。

在历史的长河中，22年是短暂
的，但经过茂名市老促会、信宜市
老促会和钱排镇历届领导班子的
努力使二株大果三华李发展为遍
及全镇的及周边镇，种植面积超过
十万亩的全国最大的三华李生产
基地。一个产业带动了全镇的经
济的发展，促使地处山区、贫穷落
后的革命老区镇成为闻名全国的
三华李生产基地。虽然最早发现
二株大果三华李并为其发展作出
重大贡献的黄春藻、陈子璜、周仲
伟、张炳炎同志都已经先后离开了
我们，但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为老
区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继承他
们开创的事业，促进老区进一步实
现全面振兴。

上世纪 90 年代初
的河东河西

茂名市因油而生，1958年8月26日，茂名工矿区市成立;1959年3月22日，国务院批准茂名市为广东省
辖市，1983年7月，茂名升格为地级市，揭开了茂名历史新的篇章。

小东江穿城而过，茂名市分为河西、河东，有永久桥、官渡桥连接。茂名市前30年的建设主要在河西，有
油城一、二、三路和红旗路、厂前路、幸福路等几条马路，百货大楼、大酒家、邮电局、公园、电影院、学校、书店
等设施都在河西。升为地级市后，茂名市的发展转到了河东，到上世纪90年代初，建起了新湖公园、物资大
厦、茂名大厦、荔晶大酒店、明湖商场、影剧院等，油城路由四路延伸到六路，人民路、光华路、双山路、官山路、
官渡路快速延伸，党委政府机关大多迁到了河东，茂名市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我很想把河东的变化用图片记录下来，但是当时没有飞机也没有无人机，只好找最高的建筑，爬到上面
拍摄。某一天，我和当时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余力一起，选中了高高的河西邮电局信号塔，徒手爬上50多米
高的铁塔，拍到了90年代初的河西河东。下来后，由于体力透支和恐高，我们疲惫不堪，四肢肌肉不停跳动，
在地上坐了半个小时才能起来走动。现在回想起来还怕，但不后悔，觉得值。

（图/文 丘立贺）

当寒风渐渐把房前屋后的
麻竹吹得索索发响的时候，冬天
挟着一丝丝冷意扑面而来。这
时候，晚稻已经收割完毕，田野
上还留有一茬茬的稻草头，那是
我们童年时候的乐园！

刚收割完稻谷、挖完番薯的
几天，我们每人手拿一把锄头，
一把扫帚。见到老鼠洞就挖，然
后把老鼠洞里的谷粒小心地扫
净，放在袋子里。运气好的时
候，一天可以捡到两三斤稻谷。
把这些稻谷拿回到家里，母亲脸
上的皱纹咧开一朵朵灿烂的
花。那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我们小孩子每人都捧着一碗饭，
到村中打谷场上，比谁的饭堆的
最高，然后大口大口地嚼着香喷
喷的大米饭——艰苦的岁月里
能够吃饱饭，那是非常幸福的
事。菜？记忆中好像很少这样
的概念!我读初中时候，都是在
玻璃瓶里装上萝卜干，吃完了星
期天再拿来！

稻田旁边的番薯地我们也
不放过。发现可能还漏有番薯
的地方，都用锄头再翻找一下
——终于总会有收获的，如果能
再捡几条残缺的番薯回去，母亲
自然高兴得很，很是称赞我一
番。明天早饭时，我又可以吃到
煨熟的番薯了。

而我最喜欢的是舔着咧开
的嘴唇，穿一双破拖鞋，随母亲

到田野上捡艾。跟着母亲的脚
印，我们走进这一片田野上。一
棵棵灰白色的食用艾密密麻麻
生长在田野间，仿佛原野间撒满
了点点白霜！那时的艾真多，不
用半个小时就可以采到一大
袋。我们把艾分好，然后放在簸
箕上晒干。到了冬至的前两三
天，北半球最寒冷的日子来了，
我们准备开始做艾籺。母亲一
大早就把浸泡好的糯米挑到邻
村打好粉，然后回来摆好早已洗
好晒干的工具。她先用韭菜，瘦
肉、猪肝、粉肠等做成馅料，然后
煮一大锅汤籺。大伙儿大快朵
颐后，然后才开始动手做艾籺。

然而，我并不会做籺。只会
抱着母亲的手在看着她，这无疑
是大大阻碍了母亲做籺的速
度。不过，母亲并没有推开我，
只是温柔地笑着对我说:“等会
蒸熟了艾籺给一个大大的你
吃！”我把小手伸过去，也学着大
人们那样把米粉和艾搓着，然后
拿个籺模印籺，边做边在淡淡的
艾籺香中咯咯地快乐笑着。籺
蒸熟以后，母亲果然挑了几个大
大的给我。我托着这几个大艾
籺边吃边到打谷场找伙伴们
玩。邻居们做好后，你拿几个来
给我，我送几个给你，互相品尝
着各家的手艺！

到了年初十，家中还有艾
籺。每天早上，母亲把白粥端出

来的时候，也把香喷喷的艾籺蒸
熟了，我们兄弟几个倒落得吃个
痛快。饥饿的年代能吃饱，可算
是富豪了!春节前后的生活那是
难忘的快乐: 大年三十和年初二
可以吃到鸡，每天都可以吃到肥
猪肉，晚上可以到镇上看烟花和
飘色！

疫情管控政策放开后，大部
分人都阳了，中招后的我好几天
没法起床，一直十多天后才能回
去看母亲！她对我说：“冬至时
大嫂们做了艾籺，糯米下得很
足，馅料很多，很好吃！”

我来到家中池塘边的田野
上，冬日的青葱景色尽收眼底。
山坡上的荔枝已零星开花，村民
们在田里种了很多玉米，到处都
是密密麻麻的青纱帐，茄子长势
很好，碧绿的叶子间隐藏着一个
个壮实的瓜，红烟的叶子青绿宽
大，在微风中轻拍着手掌！塘基
和田埂上有不少食用艾，生长得
密匝肥硕，温顺地贴在地面上，
掐下来就是一大朵，一会儿工夫
可采一大袋！

回到家里，我把艾晾在院
子里。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我 会 在 院 子 里 摆 开 工 具 ，搓
粉、上馅、包料、印籺。在幽幽
的艾籺香中，满头银发的母亲
会如童年时的我一样，静静坐
在我身旁，脸上绽开着朵朵幸
福的花！

飘香的艾籺
吴征远

几天前的一个晚饭后，和几
位退休的步友像往常那样到河
边散步。走完一段绿道后，习惯
在河畔上的扶栏坐坐、聊聊、歇
歇，用我们当地的方言说，“倾倾
闲轨，吹吹牛皮”。

这儿河面宽阔，江风徐徐，
特别是夏天，实在宜人。只是偏
了点，远了点，但是清静，我们所
喜的正是这一点。坐下，靠着柱
顶的圆石球，浑身舒服，无拘无
束、海阔天空、说东道西。不知
是谁，提起了儿时在乡村养猫
狗、牧牛羊的趣事，这可点燃了
大家的热情和兴致。我们几人
都出身农村，谁没有这方面的亲
历趣闻？于是发言活跃，争先恐
后。待大家说完，我也说起了我
家的猫猫，忆起我家猫猫的好。

上个世纪 70 年代，父亲一
直在外谋生，母亲带着我和弟妹
几个“高低矮佛”，都是只会吃饭
不会干活的“化骨龙”，家里日子
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六兄妹中，我排老大，正
在附近的中学念书。为省钱，选
择了走读。瘦小的母亲，每天起
早贪黑，忙得像枚团团转的陀
螺，还不到五十的人，已是白发
斑斑。每每看到这，心里便酸酸
的，有种说不出的内疚。

其时，外婆送我家一只猫，
金黄色的羽毛，油光闪亮，两只
大眼睛骨碌碌地转。自从家里
来了这只猫，老鼠便销声匿迹
了。邻居们都夸，你们家的猫

“煞鼠”，是个好猫！难能可贵的
是，我家的猫还会钓鱼，每每晚
上，隔三差五便从村外的河里钓
回一条鱼。这于久未尝荤的我
们，无异是雪中送炭！

村中老人说，猫钓鱼用的是
尾巴，把尾巴末端泡在河里，等
到有鱼咬了，尾巴便猛地一甩，
把鱼甩上沙滩，然后，慢悠悠上
前轻揉慢捻，把鱼弄得半死不
活，才叼回家。我家猫猫钓鱼，
想必也是这样。

每每这时，猫猫便像打了胜
仗的将军，回来后把鱼搁在火房
的柴草旁，然后欢叫几声，那声
音长长的悠悠的，非常动听。妈
妈听了，笑着对我们说，猫猫钓
鱼回来了！我们好奇地跟着妈
妈到火房看，果然看见柴堆脚下
搁着一条还微微动的鱼。

猫猫坐在一旁，像是专候
主人过来接它的“战利品”，样
子太可爱了！平日难得一笑的
妈妈，这时也露出了笑容，蹲下
去亲昵地抚摸着猫猫的脊毛
说：“猫猫乖，我们家的猫猫是
钓鱼高手、劳动模范，明天奖你
一只煎得香香的鱼头。”猫猫似
乎听懂了，发出轻轻柔柔的叫
声，像是回答，像是感动，像是
遇上知音。

有时，妈妈心情好，猫猫钓
鱼回来了，当晚就给我们煲上一
沙锅鱼粥。将熟了，放点姜丝、
豆豉、油盐；起锅前，又撒点葱
花。呵呵，鱼粥那个香啊，荡漾
在小小的厨房里，引得我们垂涎
欲滴，急不可待，甚至抓耳挠
腮！但你别急，妈妈掌勺，一人
一碗，平均分配，猫猫同样分得
一份。饥饿的我们，一碗当然不
饱，只能说解解馋，止止口水，但
即便如此，已是十分高兴，十分
满足了。穷人的孩子从小就懂
事。

通常情况下，猫猫钓鱼回

来，妈妈把鱼洗净、切成块、煎
熟，留作次日午餐的菜送。当
然，犒劳猫猫的那个“香香鱼
头”，妈妈不会食言。我们围着
餐桌吃，猫猫坐在一旁的小桌
吃，俨然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一
家子和和睦睦、说说笑笑、温馨
快乐，那场面至今还常常浮于眼
前，令我怀念，令我留恋！

当年家境那样贫寒，我还能
考上“师专”，回想起来，这与猫
猫长期为家钓鱼，提供营养，密
不可分，猫猫劳苦功高呀！想到
这里，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令人伤悲的是，猫猫吃了别人药
死的老鼠，它也被毒死了。

猫猫死前，仍恋恋不舍我们
这个穷家。走不动了，还艰难地
爬回来，躺在柴草旁奄奄一息，
嘴角流着沫沫，眼眶留着泪痕，
但眼神中依然闪烁着对家的依
恋和不舍。

妈妈发现了，大惊失色，连
忙跑上前去抱起它，给它喂水，
给它擦拭身上的脏物……总之，
尽妈妈所能，千方百计抢救、呵
护。但可怜的猫猫，还是闭上了
双目，再也没有睁开。妈妈守候
在一旁，无言地流泪、抽泣久
久。最后选用了她新编的一只
精致美丽的莞草袋，郑重其事地
将猫的尸体入殓，然后将它埋在
屋后的树下。

我猜妈妈的心意，是想让猫
猫死后的魂灵，也像它生前那
样，常回家看看，常回家走走，无
论白天黑夜，困了乏了，便躺在
它熟悉温馨的草窝里歇着，这儿
永远是猫猫的家。

遗憾的是，这一幕发生时，
我正在城里念大学。

忆起我家猫猫的好
陈冲

难忘那次暑假打工
刘广荣

在外面闯世界的朋友说深圳
遍地黄金，我产生了美丽的遐想
——暑假到深圳打工，见识见识外
面精彩的世界。一放暑假，我就立
刻卷起铺盖，独自坐上了信宜开往
深圳的长途汽车。

到了深圳，我才知道外面的世
界虽然很精彩，但那是属于别人的
精彩，对于我来说却只有无奈。我
住最便宜的旅店，四出找工作，十
几天了仍没着落，身上的钱几乎花
光了。我忘了疲劳，每天满街跑，
想找合适的工作做，但每次都失望
而归。

那天，我比往常起得更早，走
了七、八小时到了郊外，看见路边
垃圾场里几个蓬头垢面的人在捡
垃圾。我想，与其这样找工作，不
如捡垃圾挣几个钱吧。于是，我到
附近麦皮店要了一只蛇皮袋，前往
郊外的一个风景区。那里游人多，
垃圾也多，易拉罐、塑料盒等随处
可见。不一会儿，我便捡了满满一
袋。我把垃圾绑好，拿到废品收购
站去卖。有了几个钱，吃饭的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饿了，我就买两只
面包，到附近的水龙头边吃边喝水

……
当我卖完废品准备回旅店时，

霓虹灯亮了起来。忽然，看见一家
小店挂着招家教的牌子，我暗暗高
兴，便怀揣着一张师范毕业文凭走
过去，问：“老板，还要人么?”那店主
看了我一眼，突然笑了：“我这里只
招女家教。”我狼狈不堪，竟没看清
牌子上写的“女”字……

第二天，我进一个建筑工地求
包工头找一份工做。包工头上下
打量了我一番，严肃地说：“咱们干
的是力气活，一天干十小时，晚上
还要加班，你行吗？”

“行，”我脱口而出，“我不怕
苦！”

“那，你抱包水泥上五楼试试！”
我抱起水泥就往上走，一会儿

我的上衣湿透了，上到五楼，竟气
喘如牛……

包工头见我很坚强，分配我做
小工，负责挑灰浆上三楼让师傅刷
墙。我得马不停蹄地挑，否则，师
傅就大喊：“快点！快点！”我像陀
螺一样忙碌，尽最大努力挑灰浆，
不能让师傅嘲笑。

大约过了两小时，我疲惫不

堪，脚不听使唤了，便走进附近一
间杂货店歇息。我坐在风扇底下，
非常凉快。老板友好地与我闲
聊。渐渐地，我把疲劳抛到了九霄
云外。忽然，楼上的孩子号啕大哭
起来。老板大声问孩子哭什么。
孩子一手拿着魔方，一手抹眼泪走
了下来，仍然一个劲地哭。老板从
冰箱里拿一支雪糕递给那孩子。
孩子不接雪糕，还是哭。老板抚摸
孩子的头柔声细语地询问，孩子才
慢慢道出原委：由于无法把魔方的
六个面还原同种颜色，急得哭了起
来。老板拿魔方摆弄了许久，也无
法令它还原。见此情景，我走到老
板跟前说：“让我试试吧！”我接过
魔方，扳动了几下，魔方的六个面
就成同种颜色了。孩子欢呼雀跃，
向我请教魔方的玩法。我表演了
一番，孩子很高兴。老板非常感
激，留我吃饭，还请我做孩子的家
教……

工作找到了，我因此而绽开微
笑。我在杂货店老板家打了四十
多天工，包吃包住，还拿到了400元
工资，我特别开心，因为当时在家
乡教书的工资是4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