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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地区发展新沂水蜜桃种植助力乡村游 

王中华
1
 

（徐州工程学院 商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摘 要】：新沂水蜜桃顾名思义就是我国江苏省新沂市种植的水蜜桃,是非常具有地理标志性的产品。由于新

沂水蜜桃的色泽鲜艳,形状大且美,味道口感极佳,是桃子品种的上品,再加上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颇受到消费者的

喜欢,市场销量非常好。因此近几年,苏北地区大力发展新沂水蜜桃种植产业,以此来助力当地的乡村游。本文介绍

了新沂水蜜桃的特点,分析了新沂水蜜桃的种植环境和栽培技术,说明了苏北地区如何发展新沂水蜜桃种植产业来

助力乡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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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沂水蜜桃的特点 

新沂水蜜桃的色泽比较好看,白里透红,其中最明显的特点是个体比较大,味道很鲜甜,口感非常好,桃子肉咬起来质感比较

清脆,是桃子中的极品。而且新沂水蜜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能养阴生津,补中益气。新沂水蜜桃是我国江苏省新沂市所种植的品

种,其品种相对还是比较多的,有新白凤、霞辉六号和八号、新川中岛、春美、中桃五号和中国砂红等。 

2 新沂水蜜桃的种植环境 

新沂水蜜桃的产地是新沂市,是比较有地理标志性的水果。由于新沂市具备了比较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天时地利,非常适合

栽培桃树,是我国主要的产桃地区之一。 

2.1种植新沂水蜜桃的地理环境 

众所周知,新沂水蜜桃的产地是江苏省新沂市。新沂市坐落于江苏省的北部,是属于苏北地区,东经大约在 118 度,北纬大约

是 34度。新沂占据了极佳的地理位置,东部背靠东海和沭阳,西部比邻于邳州,南边和宿迁、骆马湖和新沂河相望,北边临近山东

郯城县,四面环水,具备了丰富的水系,非常有利于水蜜桃的灌溉。另外新沂恰恰是处于苏北平原和鲁南丘陵的交界处,大部分地

势是以平原和坡地为主,不但拥有非常宽广的冲积平原,又有大大小小众多的湖泊洼地和连绵起伏的剥蚀岗地。新沂背靠大山,而

且有宽广的平原,加上有非常丰富的水系,非常适合水蜜桃的种植栽培。除了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之外,新沂的地势也呈现出了极佳

的发展趋势。地势上是典型的东南低、东北高,在此地势上种植水蜜桃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2.2种植新沂水蜜桃的土壤要求 

新沂的土壤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土类,九个亚类、十六个土属、三十八个土种和一些变种。新沂市有非常充裕的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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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面积最大的土壤类型是潮土类土壤。潮土类土壤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黄泛区的冲击,大部分潮土类土壤都分布在西南部。此

类土壤比较适合水蜜桃的种植。再加上水蜜桃树是属于浅根系的果树,因此水蜜桃的根部大多数是分布在比较浅的土壤里,通常

是处于大约六十厘米的土层内,所以潮土类土壤非常适合水蜜桃的种植。新沂的气候也比较宜人,四季分明,有非常丰富的光热资

源,是属于典型的暖温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区。一般情况下,水蜜桃都是生长在高温多湿的气候条件下,所以新沂的气候条件非常符

合水蜜桃生长发育。 

3 新沂水蜜桃的栽培技术 

新沂水蜜桃能否栽培成功,除了要具备种植土壤的基本要求之外,还要注重日常的桃园管理。事实上,种植地的环境、土壤和

气候都只是水蜜桃最基础的栽培条件而已,为了能得到优质丰产的水蜜桃,还需要重视水蜜桃的栽培技术。 

3.1选择优质的品种 

新沂水蜜桃的品种相对比较多,例如有新白凤、霞辉六号和八号、新川中岛、春美、中桃五号和中国砂红等品种。为了保障

新沂水蜜桃能够丰产,最佳的做法是要选择优质的水蜜桃品种进行培育,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选择早熟的水蜜桃品种,并搭配

中、晚熟的品种进行混合种植。因为早熟的水蜜桃品种更加容易存活,而且产量高,并且有质量上的保障。如果不得已非得只能

选择晚熟的水蜜桃品种的话,那么最好选择品质比较好的品种进行栽培种植。在选择种苗的时候,尽量选择根系比较发达且完整

的水蜜桃苗,而且在进行种植之前,要先对水蜜桃苗进行消毒,防治病虫害的寄生。其中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当天起苗之后就要

及时完成种植,最好能在当地完成种植。 

3.2建园的基本要求 

在建园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寻找合适的种植土地。建园的基本要求是要参照水蜜桃生长所需要的土壤条件、地势

状况、交通运输等相关方面的内容。对于新沂水蜜桃来讲,所需要的土壤类型是偏向于中性的土壤,例如紫沙土或白浆土等土壤

都比较适宜,另外土壤的质地要选择轻砂壤,通常这种土壤具备了排水性强以及良好透气的特性。对于苏北地区发展新沂水蜜桃

种植产业来讲,由于需求发展较大规模的产业,所以需要选择较为开阔的土地来进行种植栽培,有利于后期的管理。再加上新沂水

蜜桃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肥料进行补充,所以土壤的有机质含量要高,最好能达到百分之一以上。而通常为了能促进

果实的增长,土壤里的酸碱度会选择在六到七之间,有效土层至少要高于四十厘米。 

3.3悉心的栽培管理 

苗木繁育:新沂水蜜桃的繁殖方式有很多种,例如种子播种,苗木嫁接等等繁殖方式。最常选用的繁殖方式是嫁接繁殖。因为

嫁接繁殖方式的存活率比较高,而且操作过程也不是很复杂。一般都是选用青州蜜桃或者是毛桃来作为砧木,春季桃树苗破土之

后就开始等待,等到黄梅季节的时候才开始进行嫁接繁殖。通常是摘取所要繁殖品种的嫩芽,嫁接到桃苗上,大约过了十天左右,

嫁接的芽就会逐渐转成青色的,慢慢成活下来。看到嫁接芽开始成活的时,为了能促进嫁接芽更快地成长,就要开始去除其他的

芽。到了隔年的春天就可以移栽,三年左右就可以开花结果了。 

建园定植:为了保障水蜜桃能够丰产,因此在建园的时候,需要对土壤进行深层次的翻耕改土,提高土壤的肥沃力。深翻土壤

的深度大约在六十厘米到八十厘米之间,在翻耕土壤的时候,要不断地撒上石灰,顺便把杂草和表土等物质一起埋到土壤底层。新

沂水蜜桃的定植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十一月中旬到隔年三月下旬。在定植的时候,为了保障水蜜桃在生长的过程中有充足的肥料

可吸收,可以在每个巢穴施加 50 千克的腐熟厩肥和 0.5 千克的过磷酸钙作为基肥。之后每隔一年的时候就要在桃园里种绿肥压

青,把土壤给熟化,每年都要进行深翻扩大洞穴,促进水蜜桃树的丰产,保障水蜜桃树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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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水管理:基肥的施加主要是以有机肥为主,建议是冬肥秋施,施肥的量要达到全年施肥量的百分之六七十。一般情况下,每

亩桃园要施加 2000 千克的基肥,或者是施加 150 千克桃树专用的肥料。而追肥的时间、次数和施肥的量要根据桃树的品种、桃

树的生长发育情况、栽培管理的方式、树龄和种植环境等不同而不同。不过追肥通常都是以发芽之前、结果之前以及采摘之后

这三个阶段为主。另外,由于桃树对微量元素的需求量比较大,极其容易导致微量元素的匮乏,所以要及时进行根外追肥,补充土

壤中的肥料,保障桃树有足够的营养可吸收。所以可以在桃树刚刚开始开花的阶段适量地喷洒 0.2%硼酸水溶液。第二阶段是在五

月下旬到九月初的时候,喷洒一次或两次 0.4%磷酸二氢钾,不过不同的水蜜桃品种喷洒的时间不相同,需要注意一下。最后是在果

实的成长期也需要施加硝酸钙,帮助桃树结出硕果。对桃树的灌溉相对比较简单,日常合理灌溉即可,其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只有在

采摘桃子的一个星期前要停止灌溉,避免影响桃子的品质。 

病虫害防治:在水蜜桃树的生长过程中,最常见的病害有炭疽病、缩叶病、疮痂病和褐腐病等。防治病害最主要的方法是整

理好冬季的桃园,冬天来临的时候,桃树会出现枯枝落叶以及病枝残叶,要及时进行清理,并且在立冬的前后要把桃树的树干给涂

白,之后等到春天桃树开始萌芽之前要喷洒适量的波美 5度石硫合剂,进行消毒,防止病害的产生。桃树常见的虫害有桃蛀螟、桑

白蚧、小绿叶蝉、蚜虫、剌蛾、军配虫和梨小食心虫等,对虫害的防治方法是根据实际的情况采取科学合理的农药防治。 

果实管理:水蜜桃由于坐果率非常的高,为了能更好的控制水蜜桃的留果数量,确保水蜜桃的品质,所以要及时对桃树采取疏

果的措施。桃树的疏果通常是分为两次进行的,一次是在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另外一次是在五月中下旬。疏果的方式是比较长

的果枝就保留三到五个果实,中长果枝只留下两个果实,而对于比较短的果枝往往只保留一个果实。确定果实之后,要及时喷药套

袋,保证果实的品质。 

4 助力乡村游 

近几年,由于高营养价值的水蜜桃在市场上的销售量越来越可观,销售数据不断攀升,颇受广大爱好者的喜欢。因此,苏北地

区大力发展新沂水蜜桃种植产业,力求借助新沂水蜜桃种植产业来助力当地的乡村游。对此苏北地区政府从 2 个方面下手,全面

发展新沂水蜜桃种植产业。 

4.1开发观光采摘的新型模式 

苏北地区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条件,依托于新沂市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大力支持当地的水蜜桃种植产业,并且在传

统的种植业中添加了创新的模式。在发展新沂水蜜桃种植产业的同时,也为游客打造一个休闲的乡村游。当地政府在发展传统的

农耕种植的基础上,结合了当地的旅游业,开发观光采摘的新型模式,让游客体验采摘桃子的乐趣,而且还在桃园中建设农庄,给

游客体验农家乐,以此来形成了集参观果园、采摘果实以及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乡村旅游。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还在桃园中建

设风景区,聘请专员为游客讲解桃园中的桃子种植知识,不仅可以增长游客的水蜜桃知识,还可以让游客参观桃树种植过程,体验

农耕生活的乐趣,以此来助力当地的乡村游,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4.2为农户提供农业技术服务 

在建立新型的观光采摘模式的时候,苏北地区政府也为当地的农户和参观桃园的游客提供了农业技术指导服务。对于农户来

讲,苏北地区政府加大了扶持力度,无论是从政策上,还是从资金上,都给予一定的帮助。减缓农户的贷款利息,放宽贷款条件,引

进了科学合理的水蜜桃种植技术,开设科技应用课程,帮助农户了解水蜜桃的种植知识,有助于提升桃园的产量。对于游客来讲,

考虑到游客几乎没有任何农作物的种植经验和技术,如果没有专业的指导,游客会很容易失去农耕的兴趣,所以游客在开始体验

种植的时候,会给予相应的水蜜桃种植指导,让游客投入到桃树的栽植中,享受桃园种植的乐趣,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从而带动当

地的乡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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