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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陆一果园，李子中的“爱马仕”今年量产

“在六马当地，这小小的果子就要
60元一公斤。因为在常州不容易买到，
所以水果店要100元一公斤。”梅伟忠帮
客人秤斤两，小小一筐，基本都要一百元
出头，而其他品种的李子，一公斤只要
20元或者30元。

贵有贵的道理。蜂糖李的坐果率
（果树实际结果数占总开花数的百分率）
不高，果农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技
术来保障果实的产量。而且，蜂糖李对
生长环境有着严苛的要求，能够成功种
植出优质蜂糖李的地区相对有限，产量
自然也受到了限制。

“蜂糖李大多采用露天种植，果皮很
薄，一旦遇到雨季，过多的水分会让果实
不堪重负，出现裂果；而突然的高温，也
会对果实造成损害。这些不可控的自然
因素，导致蜂糖李的产量极易受到影
响。所以，我们家今年预计只有千把斤
的产量。”梅伟忠说，李子这种果子有人
爱也有人嫌，但蜂糖李这样甜蜜多汁、口
感醇厚，“再怕酸的人，也不会望‘李’却
步。”

第一次来的黎正治，秤了178元的
蜂糖李，记者问他是不是有点贵。“人嘛，
要学会享受，再说，这可是家乡的味道。”
这个精瘦黝黑的汉子摆了摆手说道。

“这味道跟六马蜂糖李一模

一样，咱们老家的味道。”7月18

日上午9点多钟，一辆小面包车

停在郑陆镇仙湾里一家果园门

口，来自四川巴中的李锐第一个

跳下车，回头对着车上的3位朋

友说道。果园老板梅伟忠和老伴

儿走出园子，把4位巴中老乡迎

进果园里。

“李子，就是咱们常州人说的

‘嘉庆子’。蜂糖李是李子的一个

品种，这两年是国内的网红水果，

比如六马蜂糖李。但常州很少

见，没有人种。”2019年年底，梅

伟忠和朋友从贵州引进了六马蜂

糖李树苗，通过嫁接技术改良，直

到今年夏天才算量产上市。

这个消息，在川贵老乡中口

口相传。于是，他们接踵而至，让

常州本地的“蜂糖李”供不应求。

■本版图文 汪磊

园子里，一人多高的果树上挂着
绿油油、微微透着黄的果子，质感有点
儿翡翠的意思，比深紫色的“嘉庆子”
大得多。“我来常州十几年，每年几乎
只有过年才回家，而蜂糖李是夏季的
水果，所以很多年没有吃到这口了。”
李锐一头的汗珠，他很快就摘了满满
一小筐果子，双手捧着放在鼻子下深
深吸了一口。秤好李子，他拿起一个
果子稍微擦擦就啃了起来，几口就下
了肚。“又香又脆又甜。”他一脸的满
足。

7 月 15 日，他不知听哪个老乡
说，郑陆仙湾里有人种蜂糖李，就迫不
及待地赶了过来。7月18日，已经是
他第三次“回购”。“常州有这么正宗的
蜂糖李，怎么可能不跟老乡们说？”李
锐赶紧把这个消息，发在了老乡的微
信群里。

黎正治是第一次来果园，他在常
州打工5年，看着这翡翠的小果子十
分兴奋，一口气就采了三公斤。在来
常州以前，蜂糖李是每年夏天，他们家
缺不了的水果。“我们那里的产量其实
也不高，不能像西瓜那样经常吃，但一
定要尝尝鲜。出来打工以后，我们也
找过蜂糖李，但真的很难找。”所以，听
李锐一说，黎正治和几个老乡就拼车
赶了过来，“一股浓浓的清香，这香气
都和普通的李子不一样。你看，这一
个透着黄，肯定比其他绿色的甜。我
们买回家，一般都是先吃这种泛黄的，
其他的可以放几天。”

蜂糖李，原产于贵州省镇宁县六
马镇，所以也叫“六马蜂糖李”，每年的
6月下旬开始成熟。

梅伟忠是土生土长的郑陆人，之
前家里种植了十几亩的葡萄。2019
年，他和朋友从六马镇引进了“六马蜂
糖李”的树苗，并在树苗上嫁接了另一
种李子“五月翠”。

“六马蜂糖李比较适合山区，到了
常州肯定要改良品种，必须嫁接。”梅
伟忠种植了十亩李子，其中3亩就是
改良后的“六马蜂糖李”，其他有五月
脆、青脆李、桃形李。蜂糖李的定植、
肥水管理、整形修剪都很有讲究，“比
如，除了不能用药水，化学肥料也用得
很少。”

头几年蜂糖李产量不高，直到去
年夏天，梅伟忠家的三亩地一共才有
100多公斤的产量。用他的话说，“也
就够亲戚朋友尝尝。”今年夏天，常州
本地的蜂糖李第一次丰收，总产量预
计也只有500多公斤。

“我们的蜂糖李7月15日开始大
量上市，只能卖到7月底，还有十来天
吧。”梅伟忠说，目前到园子里采摘的
客人，百分之九十左右都是川贵等地
的客人，常州本地人很少，“我在身边
的果农圈子问了问，常州几乎没有种
蜂糖李的，大部分常州人也都不知道
这种李子。”

梅伟忠指着一颗李子树说，“因为
嫁接的原因，这棵树上5月产‘五月
脆’，7月中旬结‘蜂糖李’。你看，这
里还有几个深色的‘嘉庆子’，就是‘五
月脆’，常州人口中的‘嘉庆子’。”

除了颜值，蜂糖李的糖度也很高，
李子中的其他品种很难和它媲美；果
肉不仅脆爽还离核，爱吃李子的人视
它为心头好，几口就能啃得干干净
净。甚至因为酸和涩而对李子敬而远
之的人，都纷纷要为它打call。

来自贵州的阿力说，蜂糖李是在
贵州非常受欢迎的美味，这个季节的
周末，就会有贵阳等地的人开车到六
马深山去采摘和购买。7月中旬，六
马这个小镇，都会涌入大量外地车辆
和水果客商，都是去抢购蜂糖李。这
两年，蜂糖李火出圈后，网络上每一个
关于李子的提问下，都会有人提到蜂
糖李，安利这种李子品种。“这两年，我
们家乡的蜂糖李可是网红水果。”

“外表青绿青绿的，我还以为很
酸，没想到这么脆甜。第一口下去有
点酸，结果越吃越甜，根本停不下来!”
慕名而来的本地人莫先生说。“惊喜”，
是几乎每个第一次吃蜂糖李的人都会
给出的评价。这个李子在保留了普通
李子清新与口感的同时提升了甜度，
吃到嘴里甜中带微酸不失李子独特的
风味，脆爽又过瘾。

“去年夏天，一个老乡给我带了
点，我舍不得吃，一天吃个四五颗。没
想到，常州也有蜂糖李。”阿力在常州
打工已经十几年，是一位钢筋工，每年
夏天是最辛苦的时候，“这次稍微多买
一点，晚上就用它来下酒。吃着蜂糖
李，喝着冰啤酒，再给家里面打个视
频，也就不那么想家了。”

在常州果园里，
川贵老乡品尝家乡的味道

5年，
常州果农培育的
“蜂糖李”开始量产

吃着蜂糖李、喝着啤酒，
也就不那么想家了

1公斤至少60元，
被誉为李中“爱马仕”

个头大的蜂糖李，状如小苹果。

家乡的味道，一定要多买一点。

常州果农培育出了蜂糖李

上门的川贵老乡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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