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需在手机上一划一点，我们的大桃就可

以从果园卖到全国各地。”王亚芬兴奋地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当下科技大发展，党和政府引导我

们果农上网学电脑、打字，上快手、抖音等很多网

络知识，我都积极参加了，智能手机也能用了，还

上了快手，结交了很多新朋友，在网上也能卖桃

了，既愉乐又能卖桃挣到钱。”

如今，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成了农民手里的

“新农具”。在为平谷大桃打开互联网销路的背

后，离不开已实施三年的平谷区“互联网+大桃”

工程。该工程还建立了政府主导、合作社主体、农

民自营的三级网络营销体系，为果农打开了自主

销售的一扇窗。

为了加强果农电商知识培训力度，平谷区政

府还成立了平谷新农人讲团，深入全区各个乡镇

村进行“互联网+大桃”培训，让果农掌握大桃定

价权、交易权、收益权。在创新农产品营销新手段

同时，展现“好人种好桃”的农民精神风貌，将田

间地头的"平谷好物"送到消费者的舌尖。与此同

时，平谷区还推出了网红培养计划，组建“网红平

谷”志愿者宣传团队，为平谷特色农副产品推介

带货，让平谷大桃走出平谷走向全国。

“我现在上的快手刚初级，手机弄得也还是

差点，我人老心不老，争取网上多卖桃，积极参加

政府组织的网络学习，不懂就问，并添加了农网

校老师的微信。”王亚芬表示。

7月3日，2020年“平谷鲜桃季”启动，平谷区

22万亩大桃进入成熟采摘季。直至10月，平谷区

的白桃、油桃、黄桃、蟠桃四大类200多个品种的

精品鲜桃，不间断供应首都及全国市场。

“自1993年成为大桃生产专业村以来，我家

的果品收入一年比一年高，从1万元逐渐增长到

十几万元，不出村就能把钱挣到手，日子越过越

红火，越过越有劲儿。”刘家店镇桃农王亚芬高兴

地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用王亚芬的话说，大桃已成为平谷的“增收

果”和“致富果”。据了解，平谷区全区17个乡镇、

街道均有大桃种植，大桃生产专业村达到128个，

全区10万农民从事大桃生产，年产量达4亿斤。

作为素有“京郊大桃第一镇”之美誉的大华

山镇后北宫村，早在1968年，后北宫大队开始发

展大桃种植产业，开辟600亩土地、种植2万棵桃

树。后北宫村曾于1985年在村北建成全国第一个

村级“大桃批发市场”。1997年大华山镇被评为

“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十佳乡镇”。

相比如今的红红火火，平谷大桃也曾有“赚钱

难”的时候。1983年，全国实行双层经营、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后北宫村仅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将全

村5000多亩土地都种上了桃树，成为平谷第一个大

桃生产专业村。“那会大桃不好卖，甚至有人把树都

砍了。”平谷区黄松峪乡黑豆峪村果农卢宝生说，后

来，种植信息一传出去，东北的大车都来收桃了。

1991年初，平谷县（2002年改设平谷区）政府

专门成立果品办公室，提出“大桃一品带动果品

产业发展战略”的科学决策，加快了大桃产业发

展。到2004年，平谷区形成了22万亩的种植规模。

2019年，“平谷大桃”品牌价值达到100亿元，

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农产品品牌。大桃产业成为

平谷10万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同年9月30

日，平谷大桃成为“国庆桃”，引起网友们关注。

平谷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胡宝旺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桃已经是展示平谷区形

象的亮丽名片，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品

牌价值达100多亿元。这个产业来之不易，为传承

好、保护好、发展好平谷大桃产业，将以问题为导

向，以平谷国桃标准引领全区桃产业的发展，按

照全区促进大桃“全产业链”发展思路，以“抓基

础、提质量、树品牌，强科技、融产业，转方式、增

效益、可持续”为目标，推动平谷大桃产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实现果农持续增收致富。

·从“赚钱难”到“致富果”·

·互联网成了“新农具”·

平谷：大桃致富经

北京市平谷区，素有

“中国桃乡”之称。在“互

联网+大桃”的工程下，平

谷区大桃走出了大山，从

一种果品发展成一项富民

产业， 托起了百亿品牌价

值， 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

农产品品牌，同时也为“农

业中关村” 的发展添上浓

墨重彩的一笔。

平谷大桃的升级，加

速了平谷区农业转型。作

为北京发展定位中的首

都生态涵养区，平谷区正

以生态为底线，以农业科

技创新为主线，努力立足

绿色发展、 创新发展，实

现高质量发展。

伴随《平谷区农业科

技创新及产业提升三年

行 动 计 划（2020-2022

年）》即将出炉，平谷区农

业也迈入了全新的发展

阶段。

年轻人“桃醉”农业经济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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