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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鲜果飘香。大兴西瓜、
通州西集樱桃、门头沟京白梨、延庆八
棱脆海棠、海淀玉巴达杏……这些本地
水果，有的一直陪伴着北京人，有的却
难觅踪影。

可喜的是，在前不久完成的北京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工作中，不少较为少
见的老北京特色水果的种质被收纳到国
家种质资源库中，例如门头沟京白梨、延
庆八棱脆海棠、海淀玉巴达杏等，未来将
进行重点保护。

京城，自古就是水果丰饶之地。作
家梁实秋曾这样写道：“水果类则四季
不绝的应世，诸如：三白的大西瓜、蛤蟆
酥、羊角蜜、老头儿乐、鸭儿梨、小白梨
……藕、樱桃、桑葚、槟子……不可胜
举，都在沿门求售。”

“通州的樱桃、大兴的西瓜和桑葚、
平谷的大桃、门头沟的梨、海淀的杏，都
能尝鲜了。再一秋凉，房山的磨盘柿、延
庆的海棠果也有了，各有各的味道、各有
各的特色。”68岁的刘先生在老城东四
土生土长，提起老口味水果，他如数家
珍。可近年来，他却发现，小时候常吃的
老北京水果变少了，有的甚至见不到了。

老北京水果中，有的品种依然活跃
在地里头，如大兴西瓜、平谷大桃等，规
模始终不减；有的品种仍在种植，但市
场接受度不高，规模大减，比如红肖梨、
延庆国光苹果等；有的只剩下农民零星
种植，很难寻觅，如城市化进程中消失
的郎家园枣。

老北京水果“冷热不均”，是日积月
累形成的。近年来，“洋水果”不断走进
国门，全国各地的新鲜果子也都齐聚首
都，市民的“果盘子”一下子丰富起来。
在琳琅满目的水果大餐中，曾经“受宠”
的本地果子渐渐被冷落。红肖梨就是典
型一例，在物质匮乏时期，红肖梨因其耐
储存的特性成为北京人冬天喜爱的水
果。如今，天南海北的水果在极短的时
间内就能运送到北京，红肖梨独占京城
冬季水果摊的盛景一去不复返。

老口味水果不仅有着独特滋味，还
承载着记忆中的乡愁。为了保护这些老
口味水果、延续乡愁，北京市有关部门和
京郊各个产地开始了多种尝试。

老口味水果“冷热不均”

各出高招儿延续老口味

一是摸清家底，又见老味水果。
2019年至今，3年多时间里，北京市开
展了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对海淀、门头沟、房山、通州、顺义、大
兴、昌平、平谷、怀柔、密云、延庆11个
涉农区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全面普查，
成果令人惊喜。

几乎每个区都发现了新品种。在
老北京水果种质中，门头沟京白梨、延
庆八棱脆海棠、海淀玉巴达杏等均已被
收录进国家资源库中。同时，在市农林
科学院开展鉴评工作，为下一步科研育
种提供助力，今后将对这些特色品种实
施重点保护。

除了被收录的种质，京郊涉农区对
一些小众果品也在加强保护。延庆区八
达岭镇帮水峪村的槟子，是一种外形酷
似苹果、个头迷你的小众果品。上世纪
80年代，槟子几乎灭绝。前几年，帮水
峪村启动“恢复唯一性传统果品品种工
程”，将仅剩的几十株果树编号、统一管
理修护。功夫不负有心人，目前保存的
30余棵香槟树长势喜人，每年9月都迎
来大批采摘客。

二是技术进村，土壤修复提质。北
京有句老话：“正月糖梨二月肖。”这里
的“肖”指的就是京郊盛产的红肖梨。
红肖梨在燕山山脉独有的片麻岩上生
长，怀柔、密云、平谷都有种植，口味酸
甜脆生，耐存储，曾是最受北京人喜爱
的水果之一。

然而，近年来，盛产红肖梨的怀柔区
怀北镇河防口村果农们却有了烦恼：村
里的红肖梨差异巨大，一个果园一个味
道，忽好忽坏，结不出好果子，更卖不上
价。村里将中国科学院大学何裕建教授
团队请进果园，给果蔬增产提质把脉。
“近年来，化肥和农药使用过度，这是土
壤受到了严重破坏导致的。”实地调查
后，何裕建做出了分析判断，“需要通过
土壤修复改良技术，全方位修复和改良
被严重损坏多年的土壤，可以通过降解
残留农药、恢复土壤正常的酸碱值、降低
盐渍化、提升有机质、均衡微量元素含量
等具体方法来改善。”

随后，何裕建为村里带来了改善土
壤性质和结构、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的优
质肥料，手把手教果农们施肥，并教大伙
儿养护方法。“经过养护，去年秋天，结出
的红肖梨清甜水嫩透着酸，比前年口感
强了不少。”果农们称赞道。

三是“慧”种果树，提升口感甜度。
京白梨，自明代起就是皇家贡品，起源
于门头沟区军庄镇东山村青龙沟一低
洼有水之处，最初是一株自然实生树，
已有400余年的历史。京白梨是秋子
梨系统中品质最为优良的品种之一，也
是北京唯一被冠以“京”字招牌的果
品。昔日皇家贡品，如今早已成为门头

沟区果品的“金名片”。目前，军庄镇京
白梨梨园超过2000亩，是门头沟区京
白梨主产地。

为了提升京白梨品质，留住这份老
味道，军庄镇下了大力气，通过施肥、修
剪、有害生物防治、花果管理等各类技术
手段，“慧”种果树。包括与相关技术部
门合作，提高授粉的品质，采取绿色生态
培育管理技术，使用的肥料以有机肥为
主，以多种措施防治病虫害等。功夫不
负有心人。目前，部分京白梨含糖量近
15%，口感和甜度俱佳，市场欢迎度居高
不下。

四是民宿“带货”，山野味道走
红。群山环抱中的延庆区刘斌堡乡下
虎叫村，田野山坡之间，一个个红砖灰瓦
的农家小院古朴幽静。顺着一段缓坡向
上，走进一座小院，一棵山楂树繁茂高
大，树枝伸向院墙。这就是2017年开始
走红的“山楂小院”。小村盛产山楂，秋
季成熟的果子通红，味道甜中带酸，堪称
京郊独一份。

伴随民宿小院走红，下虎叫村的
山楂也成了“网红”。榨一杯酸甜可口
的山楂汁，配上软糯橙黄的蒸南瓜、地
瓜，山乡里的滋味让人们留恋不舍。
临走，还要摘上一兜山楂果儿，把山野
味道带回家。

靠着民宿走红的京郊水果不止一
个。顺义区杨镇沙子营村葡萄瓦舍农庄
里，老口味“苹果青”番茄制作的糖拌西
红柿，也成了招牌菜。“苹果青”番茄曾是
北京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口味，别有
特色的是，成熟时高圆的果实从顶部开
始变粉红色，果肩呈现似青苹果一样翠
绿色，故名“苹果青”。掰开果实看，里面
果肉是沙沙的，吃到嘴里是浓浓的番茄
味。老法子种出的老味道，唤醒了老北
京人“舌尖上的记忆”。吃过后几乎每位
游客都要说上一句：“再来一盘！”

同时，老式的水果也为民宿带去
“流量”。素有“红梨之乡”称谓的密云
区大城子镇与一家鲜榨果汁厂达成了
合作协议，利用眼下最受年轻消费者欢
迎的“NFC”超高压冷榨工艺，将红肖梨
制成了梨汁，配以俏皮时尚的瓶装，一
炮而红。

如今，大城子镇的冷榨红肖梨汁更
有了“明星效应”，为村里的民宿带来了
不少的回头客。“不少客人专门奔着红肖
梨来，采摘、吃住、休闲娱乐之后，再带上
一整箱果汁当伴手礼，送亲戚朋友都挺
有面儿。”大城子镇相关负责人说。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