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运亚在大棚里查看红提的状态。 黄可乐 摄

记者 黄可乐

“龙运亚回来了！”
11月16日，一辆长6.8米的空厢冷链

运输车驶进了绥宁县东山侗族乡东山
村。村民们眼前一亮，坐在屋门口聊天
的，站在田里干活的，都直起了身板，目送
这辆专车驶入村道，一路向西。

车主龙运亚是个能人，被村民们笑
称为东山村产业兴旺的致富“密码”。他
刚和湖南楚湘正诚智慧城市服务有限公
司的质检员王鹏一起，连续奔波了 12 小
时，将 7000 公斤的红提净果，直送给广
州、深圳的大型连锁品牌商超。“通过全
冷链运输，最终在商超里与消费者见面
的红提，和刚从枝上摘下来时相比较，状
态、口感几乎没有区别。”龙运亚骄傲地
说道。

专车路过东山村十字街道和风雨桥
时，历史沉淀的古朴气息迎面而来。这里
的村民大多姓“杨”和“龙”，世代耕种，基
本为侗族、苗族。龙运亚就是土生土长的
东山村人，从 2008 年起就跟着父亲龙景
辉种红提、卖红提。现如今，32岁的他已
经拥有了多重身份——既是湖南绿洲瑞
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也是东山村
的红提产业带头人。

宽阔的村道两旁，是一眼望不到头的
红提大棚。东山村面积 13 平方公里，红
提种植面积85余公顷。723户村民中，有
半数以上种植红提。两个月前，红提进入
丰收季，不间断地挂果。一捧捧红提沉甸
甸地垂在枝桠上，香气扑鼻，一筐筐红提
齐齐整整地码在红提架下，无声地笑说

“丰年”。
专车停在了位于西头的东山红提仓

储保险冷链物流服务中心。这个服务中
心是村集体经济牵头建设的，正被龙运亚
的公司租赁使用。没有外出送货时，龙运
亚会先去地里“看果”“选果”，只要品质过
关，便让种植户直接运到这里。村里除了
这个最大的核心冷链物流中心外，还有

22 家冷库，已形成了稳定的冷链物流体
系。有些种植户还将一部分红提提前储
存，保鲜到过年时反季再卖，价格可以卖
得更高些。

龙运亚、王鹏下车后，只见好几辆小
货车正停在服务中心门口。种植户们将
小筐的红提卸下来，送到分拣库。分拣工
人大多为本地妇女，她们捧起一串串饱满
的红提，把果粒直径大于3厘米的一级果
先挑出来，仔细地将烂果、次果修剪掉，再
包装好，放进新的大筐里。

出生于1998年的种植户杨长红热情
地打起了招呼：“龙总，今年红提卖得怎么
样？”“公司目前差不多已经卖了200万斤
了，你家要是还有成熟的红提，就赶紧都
送过来吧！”龙运亚笑着说完后，马不停蹄
地去看新收来的红提，对分拣工人们叮嘱
道，“辛苦大家再加把劲，尽快先把一级
果、二级果分拣和包装好。”

一级果俏销，二级果也在源源不断地
向全国各地发货。前一阵子，甚至有河南
的客商跑到了东山村，要求“有多少收多
少”。“那也不行，我们的红提要优先供给
大客户，再分批次卖给二级客户、三级客
户。”龙运亚早已盘算好要怎样控量保质，
下好产供销“一盘棋”，把定价权和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种红提，以前等熟果后还要操
心怎么把货卖出去、怎么把货送出去，费
了大量的精力，也产生了很多成本支出。
现在龙总又包技术、又包收购，我们不用
出村就可以结算，人轻松了，腰包也鼓
了！”这两年，杨长红和父母一起，靠着种

植红提，在宅基地上修起了三层新房，买
了两台新车，日子越来越红火。

“去年雨水太多，我家的红提都烂在
了地里。今年种红提的时候，龙运亚比我
还谨慎，隔三岔五地跑过来，手把手地教
我怎么打地膜、配肥料。”5组村民杨勇打
趣道，“我家种出的大红提，都是他的‘心
血果’啊！”

经过长达 3 年的考察后，湖南楚湘
正诚智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在今年 9 月
正式与东山村达成了合作，安排专人专
线帮助“东山红提”进一步提高品牌含金
量。10 月初，老家本在衡阳市耒阳市的
王鹏，作为既管销售又管品控的技术人
才，就这样在东山村常住了下来。“今年
东山村有部分红提长出了果刺。为了打
消客户的疑虑，我好几次跟车前往广州
深圳，向客户面对面地解释。现在，‘东
山红提’一级果的质量，已经被广州、深
圳的果商客户和消费者高度认可。”王鹏
笑道。

村民们常说，龙运亚是东山村产业致
富的“密码”，但龙运亚知道，真正的致富

“密码”是村集体的有效引导和科学规划，
是不断进步的种植技术，是规范化、规模
化的生产模式，还有高端化、市场化的营
销策略。而更重要的，是东山村民们的齐
心协力、勤劳肯干。

“你那还有新鲜红提可以收？好！我
马上过来。”龙运亚接了一个邻村种植户
的电话，马上又要前去“收果”。谈笑声
中，龙运亚开着专车驶出古村，驶向美好
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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