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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吐鲁番”
本报记者 张群琛 党维婷

张家湾镇到底有多少个别称？不管是历史上的漕运古镇，还是如今的设计小镇，都已家喻户晓。可是此处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别称—
“北京的吐鲁番”。根据《通县志》记载，张家湾种植葡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多年前的元朝。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家湾种植葡萄得到了
长远的发展，因其品种多、质量好，故得名“北京的吐鲁番”。2014年，张家湾葡萄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曾经，张家湾有葡萄种植面积 2万余亩，上马头村也早在 25年前就被评为“京郊葡萄第一村”。如今，张家湾镇的葡萄种植面积虽已减
少，但是提到红双味、贵妃玫瑰等品种，不少水果爱好者还是会想到张家湾。

大运河畔这片土地，似乎是葡萄种植的天然“良港”。通州区地
处永定河、潮白河冲积—洪积平原，地势平坦，土质多为潮黄土、两合
土、沙壤土，土壤肥沃，质地适中。境内大小河流汇集，受冬、夏季风
影响，形成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干
燥的气候特征，适宜种植葡萄。

位于张家湾镇的北京葡萄大观园占地 200多亩，创建人是今年
年过七旬的许尚斌，现在他的儿子许宝是葡萄大观园的负责人，父子
俩交替着伺候了葡萄半个世纪。如今许老爷子依旧每天骑着电动车
穿梭在葡萄地里，看看长势，研究研究有啥新技术能应用，琢磨琢磨
还有啥新品种能够引进。

进入5月，园内的葡萄陆续成熟，许宝和工人开始在大棚里为即
将成熟的葡萄套袋。“距离葡萄果实成熟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就要套袋
了。果实套袋之后，可以增加果实表面的光洁度，也可以减少农药残
留，提升优果率。露天种植的葡萄更需要套袋，可以降低病虫害，防止
出现裂果现象，另外对冰雹和鸟害也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许宝说。

提起大观园里的葡萄，许宝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贵妃玫瑰和红
双味两种葡萄都已经进入采摘期。这是从山东引进的，现在是葡萄
大观园的‘明星’。贵妃玫瑰的果实是黄绿色，果肉软硬适中，最大的
特点是果实充分成熟之后兼具玫瑰和荔枝的香味；红双味的果实是
椭圆形，果肉也比贵妃玫瑰要软一些，它的最大特点是果肉的味道有
草莓与苹果的香味，也兼具香蕉和玫瑰的香味，所以叫红双味。”许宝
自豪地说，园区内共有8个品种连续3年被评为奥运推荐果品。

张家湾葡萄大观园内还有一些舶来品，这些品种不仅在种植园
内长势良好，还多次获奖。产地日本，果肉硬脆的粉红亚都蜜；产自
罗马尼亚，果实晶莹剔透，口感脆甜爽口的维多利亚以及产自前苏
联，皮薄籽少的里扎马特，这三个品种成功落地生根本土化后，被评
为“中华名果”。此外，产自意大利且具有独特玫瑰香味的黄意大利
还在2007年的中国国际林业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

虽然叫葡萄大观园，但是园子里种植的不止有葡萄。还有火龙
果、金硕黄桃、香蕉、樱桃、梨、无花果等水果，品种繁多。许宝介绍，
近几年大观园不断更新水果的种植和储存技术，目前园区内有温室
加温栽培、温室晚加温栽培以及晚熟品种冷冻保鲜储存等技术，实现
了一年之中能有十个月的产品供应期，鲜果采摘期可以从“五一”持
续到十月中旬。

“根蒂蟠虬，龙须围绕。枝枝叶叶青
青好……初似琉璃，终成码瑙。攒攒簇
簇圆圆小。”葡萄原产西亚，据说于 2000
多年前在汉代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被
人们视为珍果。

张家湾种植葡萄的历史已有 700
年，早在元朝就有相关记载了。记者查
阅了明朝嘉靖年间的《通州志略》和清
乾隆时期的《通州志》，两本书都在物
产志中标注了葡萄，其中乾隆时期的

《通州志》对葡萄的描述为：长者佳，圆
者次之。

早先张家湾葡萄以玫瑰香为主，上
世纪 60年代，张家湾在中国率先引种日
本巨峰。到了 90年代，张家湾葡萄种植
面积曾达两万多亩，远销至上海、广东、
广西等省区市，那时的张家湾葡萄种植
可谓遍地开花。张家湾镇上马头村在
1997年曾被评为“京郊葡萄第一村”。如
今，上马头村主任周海燕还记得，上马头
村的葡萄根本不愁卖，种多少就有人收
多少，一颗颗水晶果实让乡亲们的生活
越来越好。

现在，巨峰葡萄早已是全国人民耳
熟能详的优质品种。不过，最早引种巨
峰葡萄时，背后还有些不为人知的小波
折。上世纪 80年代，上马头村村民艾廷
瑞引入巨峰葡萄并带领村民种植，但部

分村民担心葡萄在村里种不活。周海燕
记得，当时选择种植葡萄的村民就把架
子搭在院子里，艾廷瑞则免费给种植葡
萄的村民提供技术指导。一年后，第一
批葡萄成熟了，村民们骑着三轮车将葡
萄运到八里桥市场，没想到大受欢迎，不
到两天就被订购一空。自此上马头村的
葡萄出了名，上马头村葡萄的种植面积
也越来越大。“家家户户的前院后院都是
葡萄架。”周海燕说。

上马头村种植的巨峰葡萄由于果实
饱满、多汁香甜，立刻变成了水果市场的
宠儿。刚开始，村民还拉着成熟的葡萄
跑市场，很快就变成水果商贩早在年初
就下订单，成熟后直接采摘收购。村民
的生活因为葡萄越来越甜。

回想当初，许尚斌更有感触。三十
年前老许还是张家湾镇农业科技站站
长，那时的口号他至今念念不忘。“‘服
务首都，富裕农民’。张家湾地区凭借
着种植葡萄的背景和历史，发展葡萄
产业先人一步，很快大家就看到了什
么是市场效益。”

上世纪 90年代的中国大陆，南方鲜
有葡萄种植，想吃就得从港澳地区甚至
国外进口，长时间运输对葡萄果肉的硬
度有很高的要求。如今大家常说的“提
子”，其实就是南方留下的对硬质果肉葡

萄的称呼。许尚斌等一批张家湾葡萄种
植者印象深刻，当时这里的葡萄不仅
服务首都消费者，还被运到了当时小
镇人都不曾到过的两广地区。许尚
斌还多次被请到云南等地传授葡萄种
植技术。

1997年，张家湾成立葡萄协会。许
尚斌回忆说：“虽然当时镇上的葡萄从不
愁卖，可由于品种单一，每年葡萄的上
市期都集中在七八月份。当时我们把
工作重心放在引种和植保上。到 2000
年，张家湾镇葡萄年上市量超过 1800
万斤。”张家湾因此也有了“北京的吐
鲁番”的称号。

巅峰时，葡萄大观园内的品种一度
达到 130 多个，但也根据实际情况陆续
淘汰。这个过程让许尚斌挺心疼：“都像
自己孩子一样，淘汰哪个都舍不得。有
的品种风味特别好，但产量过低；有的品
种外观好看，却不抗病。有时候，甚至都
不是品种问题，只是并不适宜在张家湾
种植。”在不断的取舍探索下，最终，风味
佳、产量高、抗病能力强的品种被保留强
化。如今，葡萄大观园沉淀下 40个葡萄
品种，分别在风味、颜色以及成熟时间上
各具特色。随着葡萄成熟季的到来，他
们也欢迎大家到张家湾，尝尝这历史悠
久的通州特产。

种葡萄是个苦差事

老百姓餐桌上能见到的水果中，葡萄是种植过程最复杂的。没
有哪种水果像葡萄一样，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人为干预。

比如 5月开始，许宝和工人们光是给 2000多串即将成熟的果实
套袋，就用了一个月。而在套袋之前，还要每天在 300C左右的大棚
里疏果，保证每一串的重量在一斤半到两斤之间。

“其实桃子、火龙果等水果都需要疏果，但是相对简单。只需要
把同一个枝条上多余的花或者果实掰掉就可以了。但葡萄不一样，
每一串都要仔细，留下好的果实，还要控制整串的重量，这也是张家
湾葡萄品质好的关键。”许宝说。

除此以外，每年年底也是葡萄种植者最忙碌的时候。葡萄原产
于西亚，有些品种并不耐寒，加之原来大观园的葡萄多是露天种植，
所以年底就需要在每个葡萄架下面挖沟，将还未成熟的葡萄果实和
藤蔓埋入地中，直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再从土里挖出来。

埋葡萄架要赶在每年年底结霜之前。先将葡萄和藤蔓绑在一
起，同时在架子下面的地上挖沟，然后将绑好的葡萄和藤蔓一起埋入
沟里。“像巨峰等耐寒品种，沟挖得比较浅，上面埋薄薄的一层土就够
了。但是大部分葡萄还是要埋得深一些，有些沟需要挖半米深。”埋
好了并不算完，许宝还要每天盯着看天气预报，如果气温下降到零下
15℃左右，还要在土上盖一层防寒被。

不过，经过持续多年的更新调理，如今大部分葡萄已经进入大
棚。每一个大棚都有控制器，工人们可以通过控制器实时调节棚内
温度，“今年下半年，大观园里所有的葡萄都将进入大棚，以后再也不
用给葡萄埋土了。”许宝说。

两代人伺候葡萄半个世纪

张家湾葡萄700年 古时珍果今富民

工作人员查看袋内葡萄生长情况工作人员查看袋内葡萄生长情况

父子两代人伺候葡萄父子两代人伺候葡萄

一串串甜蜜的果实即将成熟一串串甜蜜的果实即将成熟

种植葡萄需要精心管理种植葡萄需要精心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