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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村支部书记赖先锋向记
者介绍：“西边村的荔枝林多集中
在大化山东麓山脚，这里的地理条
件、光照、温度、湿度等自然环境，
使得我们这里的‘状元红’具有果
满、核小、肉细、甜度高等特点。也
有周边村的村民引出种植，或许是
水土原因，品质略逊于西边村本土
的荔枝。”

赖先锋告诉记者，经估算，今
年西边村荔枝的产量近 100吨，受
天气的影响，荔枝行情可能与往年
持平或略低一些。他告诉记者：

“往年一般情况下，我们这边荔枝
采摘和上市时间比莆田稍晚一些，
有一定的时间差，总体行情比较稳
定。今年西边村的荔枝成熟期与
莆田有所重叠，市面上荔枝多了，
行情或会受到一些影响。”

记者在果林中看到，一些荔枝
树上挂有蓝色的《荔枝古树保护
牌》，牌上除了编号、品种等信息
外，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树龄，有的
已经有120年。保护牌的落款为镜
洋镇人民政府，时间显示多为今年
5月。赖先锋告诉记者：“村里百年
以上的荔枝树有 100多株，目前都
开始挂牌受到保护，现在正在申报
福建古荔枝园。”

据了解，西边村种植荔枝的历
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相传系当
时附近天竺寺的一位禅师从荔城
（今莆田）引入了三株“状元红”，历
经多年开枝散叶，现在西边村有

“状元红”2300多株。

20日清晨，记者从福州市区驱车
近一小时，来到福清大化山东麓的镜洋
镇西边村茶山头。山道两侧果林中，鲜
红的荔枝挂满了枝头，尚未火热的阳光
斜穿过枝叶，点点光影为在绿叶间摇曳
的串串荔枝增添了一份鲜美。

时间还不到 7 点，已有果农早早
地开始忙碌了。记者抬头看去，荔枝
树上枝叶摇动，不时有半个身子从中
探出，果农正踩在近十米高的竹梯上，
在枝叶间采摘荔枝。树下，三五个果
农围成一圈，将摘下的荔枝去掉多余
的枝叶，再按照个头大小、品相挑选分
类。有的树下已经有收购商在拍照打
包，一筐筐荔枝被搬运出果林。

在果林中，记者还看到了两辆吊
车，有果农站在吊筐里采摘位于高处
的荔枝。

果农陈先生告诉记者：“目前较矮
的荔枝树已经采摘结束，这几天找来了
吊车，采摘的师傅们站在吊筐里，升到
空中采摘比较高的荔枝。比如这株百
年老树，又高又大，就只能在空中采摘。”

“这两天采摘的荔枝主要销往省
内莆田等沿海地区，也有部分走生鲜
电商渠道，大暑前后七天是采摘最忙
的时候，也是荔枝品相最佳的时间。
若是销往莆田，就要赶在大暑前。”陈
先生说道。

N海都记者 马俊杰 文/图

今日迎来大暑节气，大暑
至，荔枝红。在我省沿海一带，
不少地区有大暑吃荔枝的习俗，
更有“大暑时吃一颗荔枝，滋补
功效好比一只土鸡”的说法。

福清市镜洋镇西边村自宋
朝以来遍植荔枝“状元红”，村
内有 2300 多株荔枝树，其中百
年以上树龄的有100多株，目前
正在申报福建古荔枝园。

大暑前后荔枝品相最佳，
也是采摘荔枝最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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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引入三株“状元红”
如今已有两千多株

荔枝红点青翠山
树上树下果农忙

果农站在吊车的吊筐里，在空中采摘荔枝 剪掉多余的枝叶，让荔枝的卖相更好

百年老树又高又大，只能利用吊车采摘高枝上的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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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鲜红饱满的荔枝，
果农笑容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