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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返乡结缘果树

年过六旬的杨蕊铭是土生土长的昭通人，

他的家乡绥江县南岸镇南岸村地处江边河谷，

人多地少、干旱缺水、灾害频繁。“为了养

家糊口，我多次外出务工，四处闯荡。”对

那段居无定所的日子，杨蕊铭仍记忆犹新。

“南岸村土地贫瘠、乱石遍布，要想通

过种植庄稼实现增收致富，比登天还难。”

杨蕊铭说。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决定另谋出路。

但路在何方？杨蕊铭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

可从中寻找方向。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订阅《中

国南方果树》《农村新技术》等书刊，如饥

似渴地阅读、学习、研究。1987 年，杨蕊铭

从外地引进了一批橙子进行种植。在他的精

心培育下，1994 年，30 亩橙子迎来丰产，产

值达12.61万元。初尝甜头的杨蕊铭就这样与

果树结下不解之缘。然而，随着多地开始跟

风种植，橙子的市场价格急剧下降，增产不

增收的情况愈发突出，杨蕊铭不得不再次面

临转型的抉择。

“在一次培训中，我接触到‘半边红’

李子，觉得在家乡种李子的经济效益会更

高。”杨蕊铭下定决心改种“半边红”李子，

并把目光转向了那片曾经最不被看好的乱石

荒山——真武山。

推广种植“半边红”

真武山过去是石滩，土地贫瘠、水资源

匮乏，种不出庄稼。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

“真武山石滩滩，要吃大米找四川”。得知

杨蕊铭要把荒山变成“金山”，当地人都难

以置信。“他要在荒山种出‘致富果’？不

大名鼎鼎的绥江县“半边红”李子，其

原始品种的引入过程颇具传奇色彩。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该县新滩镇老鸹山村村

民罗海洲在外地偶然吃到一个口感清爽香甜

的李子，他悄悄把果核留下，带回家乡播种。

数十年过去，种李人已故，李子的原产地无

从考证，但经过绥江县无公害水果生产技术

协会会长杨蕊铭等一代代人的精选、改良，

李子树早已遍布绥江县，还被引种到四川、

重庆、贵州、江西等地。为“半边红”李子

选种、改良立下赫赫功劳的杨蕊铭，先后获

得“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

荣誉。2022 年，杨蕊铭又获评昭通市“最

美科技工作者”。

杨蕊铭：誓把荒山变“金山”

杨蕊铭查看李子树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