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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热线

山核桃皮薄肉多，无疑是食客们的心头爱。可为了得到

时鲜的山核桃，滚落山坡身上被摔得多处骨折，这就有点得不

偿失了。

9 月 2 日，杭州桐庐极速救援队分水中队接到一则报警：

一位王大姐（化名）从山上的山核桃树摔了下来，已经动弹不

得。分水中队老傅一行8人立即去往事发地周王坞大山。

临安发生今年首起打山核桃受伤事件

为尝时鲜山核桃，60岁大姐爬树摔骨折
本报记者 章然 通讯员 傅凯

“大山偏僻，山上连像样的山路都没有。”

老傅一行人在山脚下遇到了苦苦等待的王大

姐老伴。他领头，带着救援队一直往山上走。

地势忽高忽低，路上杂草丛生，老傅和队友“站

都站不住，只能前后脚站才能稳住身形”。

距离王大姐等待救援已经1个小时了。她

被发现时，身子正卡在半山腰上的灌木丛中，脚

踩一根细细的树根，双手紧紧抓住藤蔓，身上衣

服布满了泥土，脸色暗黄、头发散乱。看到救援

队，她一直喊：“好疼呀，腿断啦，快救我。”

老傅说：“大姐身上表面没有明显血迹，

但都是内伤，她一直不能动。人在阳光下长

时间曝晒，都脱水了。要不是她女婿一直在

背后托着她，王大姐就要掉下去了。”老傅想

想那危险的一幕，就觉得心惊。

原来，周王坞大山虽然是一座人迹罕至的

大山，却有一片私人山核桃林。45度的斜坡，

300米高度，几亩的山核桃林就种在山腰上。

每天，都有不少当地村民来采摘山核桃。山向

阳，每年大概9月初，这片山核桃林就成熟了。

王大姐是周王坞村的村民，今年60多岁

了。临近白露时节，她就忍不住了，喊上两个女

婿和老伴想要弄几袋子来尝尝。不大的一片林

子，4个人分开来打山核桃，速度快拿得也多。

不一会儿，王大姐的蛇皮袋已经装了大半。这

时，王大姐一个没注意，脚崴了，人从3米多高

的山核桃树上瞬时栽了下来。偏偏，王大姐打

的那棵山核桃树正好在山坡边缘。大姐沿着山

坡一直往下滚，在树桩密布的山坡滚了十几米

远，直到一片灌木拦住了大姐的落势。

王大姐摔得可不轻。掉落的过程中，她撞

了好几个树桩，身上多处骨折，歪斜着身体被

卡在了灌木中，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只有一

株握在手里面的藤蔓悬着王大姐的性命。救

援队看到王大姐不能移动，立即着手现场制

作简易担架。

王大姐的女婿朱先生告诉记者，他第一

时间把王大姐送到了桐庐县分水人民医院，

确诊王大姐是肋骨、右边盆骨多处骨折，所幸

没有生命危险，现已转入杭州市一医院静养。

救援队队长申屠忠告诉记者，这是今年

第一起因山核桃而起的事故警报。山核桃

熟了，就会吸引一些村民去打。每年因打山

核桃而摔伤、摔残的人不在少数，还都是些

年长者，“山核桃的树枝很脆，种植的土比较

松，很容易出意外。去年 9 月，我们就接到

了 3 起报警，都是打山核桃而受伤的，几乎

都是从树上掉落下来的，最严重的那个人被

摔成了多处骨折。”

事实上，周王坞村的山核桃种植农户每

年都会进行安全教育，要用安全带、绳索支

撑。但分水周王坞村种植面积相对小，分散

广，管理欠缺，农户对自身的安全也没有引起

重视，“山核桃一斤贵的时候要卖 100 元左

右，有些农户就靠山核桃生活呢。虽然打山

核桃存在一定危险性，但都没有引起重视。”

获 救 的 王 大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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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白露，也是山核桃农们一年中

最重要的日子，临安的各个村子已经渐渐热

闹了起来。昨天，钱报记者从临安区林业部

门了解到，今年的山核桃已经开始落果，比去

年成熟的时间提早了近一个星期。也就是

说，9 月上旬，山核桃新货要上市了，整个临

安也进入了山核桃采摘的倒计时。

临安区山核桃首席专家丁立忠介绍，今

年山核桃应该是个丰收年，山核桃品质很

好。他说，“山核桃的果肉是否饱满，关键在

于 7 月底 8 月初挂浆期的天气是否给力。今

年降水充足，光照足雨水充沛提供了山核桃

挂浆期的营养，保证了后期的生长需求。”今

年，山核桃产量也有所增加，预计比去年增产

15%左右，很大的原因是大部分山核桃树正

处在树龄二三十年这一最适合结果的阶段。

品质好产量高，吃货们最关心的是今年

山核桃的价格究竟怎么样？“就目前情况来

看，预计第一批干果的收购价是 30 元一斤，

和往年差不多，但具体的价格要看市场情况，

目前还不好说。”丁立忠说。

本报记者 黄伟芬

今年的临安山核桃新货
即将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