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是初冬时节，但北流市北流镇六行村的田间地头却弥

漫着醉人的绿意，开始成熟的淡黄色沙糖桔像一盏盏小灯笼挂

满了枝头，与墨绿色的树叶共同勾勒出一幅丰收的美景。

“我要搭建好创业舞台，吸引外出的年轻人回老家‘唱戏’。”

今年68岁的朱和荣是北流市北流镇六行村的退休村支书，自

从他2014年和村里的种养能手梁德新一起成立了“六行村果

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后，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就纷纷回到了

村里，承包丢荒的荔枝果园进行改良，承包荒山种植沙糖桔和

沃柑等果树，使六行村以往枯败的山岭变成了绿油油的果山。

退休村支书朱和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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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村民种植果

树，朱和荣还带领村民到南

宁武鸣等地参观一些种植规

模较大的果园，学习别人的

管理技术和果场的管理设施

建设。

“除了参观外地果园，我

们还到北流周边乡镇一些较

为成功的果园参观。”朱和荣

说，每到一个果园，他都会请

果园老板组织技术人员给他

们讲课，平时玉林市水果局

到北流举办水果种植技术培

训班，他也都会组织自己的

合作社社员参加。

后来，在朱和荣和合作

社负责人梁德新的努力下，

又成立了沙糖桔清洗抛光打

蜡分选厂，承接各地的沙糖

桔分选。“成立分选厂后，不

但北流很多乡镇的收购商把

沙糖桔运到我们这里进行分

选，连容县、贵港都有不少种

植户运过来，这

让许多水果收购

商了解到六行村

的 果 树 种 植 规

模，其中不少还

主动与我们合作

社建立了合作关

系，带动六行村水果销售。”

朱和荣说，现在村里的荔枝、

龙眼基本不愁销路，即使是

遇上滞销年份，也能全部卖

出去，“六行村已逐渐成为北

流镇的‘品牌水果村’。”

（记者 王耀前 通讯员

李训忠）

“再过半个月，这些沙糖桔就可以采摘

上市了。”走进六行村村民冯建生的果园，

放眼望去，沉甸甸的沙糖桔把果树压弯了

腰，掀开枝叶，会看到黄澄澄的果子密密麻

麻地结了好几层。朱和荣告诉记者，这里

原本是一片荒山，2015 年合作社社员冯建

生投下数十万元开荒，全部种上了沙糖

桔。“整个果园面积 18 亩，今年是冯建生第

一年留果。从现在的挂果情况看，头年将

是一个丰收年。”朱和荣脸上绽开了灿烂的

笑容。

“像冯建生果园这样的种植规模还算

是小的，村里不少年轻人开荒种植的果园

都在30亩以上。”朱和荣说，自从他2014年

发起成立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后，就吸引

了村里不少年轻人回来承包荒山种植果

树，“现在我们合作社超过了300个社员，承

包荒山种植果树的面积超过400亩。”

“合作社成立后，水果收购商都主动找

上门来。”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广州、茂名

等地的收购商不断来到村里，给出的收购

价也比较高。朱和荣说，以前村民运荔枝

到外面卖，经常遭到收购商压价收购；现在

都是收购商上门谈好价格，村民才开始采

摘。

“六行村是北流有名的

荔 枝 村 ，荔 枝 种 植 面 积 达

5000 多亩。以往之所以出现

荔枝滞销现象，主要原因是

村里的荔枝大都是一些老旧

品种，不太受荔枝收购商待

见，价格上不去不说，还很少

收购商进村收购，经常卖不

出去。”朱和荣说，正因如此，

一些种植户看不到希望，就

干脆把果园丢荒，选择外出

打工。

2014 年，朱和荣虽已退

休多年，但毕竟在村里做了

20 多年村支书，他想为村民

在水果种植上找一条出路，

于是想到了成立合作社，把

全村的种植户组织起来，形

成合力，让大家一起开辟出

一条新路子。“要让村民干，

不如干给村民看。”2015 年，

朱和荣投下几十万元，把自

家的 120 亩荔枝林品种全部

改良为鸡嘴荔。紧接着，又

承包一大片荒山，种植了 30
多亩沙糖桔和40多亩沃柑。

成立合作社后，朱和荣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有技

术有资金的外地种植户进村

承包已丢荒的荔枝园进行改

良。后来，除了外地的种植

户，本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

也有不少回来承包旧果园进

行改良。80 后梁允光之前一

直在东莞打工，后来看到村

里成立了合作社，便也动了

回乡创业的念头。“当时朱和

荣老支书带我到民安镇大旺

村参观人家的旧果园改造，

我发觉承包旧果园进行改造

大有可为，于是下定决心回

乡创业。”2015 年，梁允光投

入 30 万元承包了 300 亩旧荔

枝果园进行品种改良。后

来，又投入 12 万元种下了 20
亩沃柑。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从外地回来村里发展果树种

植。”梁明是一名 90 后，以前

在深圳一家公司做司机，一

个月有 3000 多元收入，但他

觉得打工不是长久之计，而

且回家乡发展还有合作社作

为后盾，“只要肯干，不怕不

成功。”回到家后，梁明就投

资 40 多万元承包了 50 多亩

山地，种植了 20 多亩沃柑和

30 亩沙糖桔。今年沙糖桔已

开始留果，预估每亩产量在

4000 公斤左右，“如果收购价

能保持在 4 元/公斤左右，整

个果园收入将超过30万元。”

梁明对今年的沙糖桔收入充

满信心。

“以前村里不少荒山，现

在基本上都被村民开发种上

了果树。”朱和荣说，目前还

有不少有志于承包旧果园改

良的种植大户都主动联系

他。

旧果园改良，让众多年轻人返乡创业

带领村民学习先进技术，带动村里水果销售

承包荒山种果树，吸引不
少外地收购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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