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清甜解暑的西瓜、鲜脆多汁的桃子、爽滑鲜嫩的桂圆……

炎炎夏日，水果又成为人们开胃消暑的必备品。中国是水果生产大

国，然而种植方法和生产理念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水果产业的

发展。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农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越来越多的果园

里有了新品种、新技术、新思路，让果农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生活越

来越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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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翠华 本报记者 吕兵兵

“去年10月份，我第一次吃到山东
农业大学陈学森教授研发的‘山农酥’
梨，香酥脆甜，个头大核还小。紧接
着，我就在基地里种了 150 亩，陈教授
派来了技术团队，良种良法配套，手把
手地教，明年这梨就能挂果了。”日前，
在位于山东省莱芜市杨庄镇的山东一
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公司
总经理魏娟告诉记者。

据了解，“山农酥”梨新品种，是山
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陈学
森团队潜心研究15年的新成果。该成
果自2015年12月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开始，已在山东泰
安、聊城、烟台、菏泽等地推广种植过
万亩。

种植面积迅速增长，秘诀何在？
“好成果要早点让农民受益。”陈学森
揭开谜底，“为了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力度，我们经过多年探索，找到了一
条有效路径，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

‘对接新型主体，良种良法打捆推’。”

瞄准产业瓶颈
“多种源”选育新品种

目前，我国梨树栽培面积已达
1800 万亩，市面上常见的有晚熟品种

“砀山酥梨”“鸭梨”，中早熟品种“黄

冠”“翠冠”，以及近几年育成的“中梨
1-4 号”“早金酥”等。尽管品种繁多，
但是受“口感有渣、梨核过大、不耐储
运”等共性因素影响，很多梨都“卖不
上价”。

“果品的缺陷，就是育种的突破
方向。”陈学森说。2003 年春天，陈学
森团队采集了莱阳梨、砀山梨的花
粉，将其拿到新疆塔里木，与当地的
新梨 7 号进行杂交，当年获得了 470
株宝贵的杂种苗。第二年，陈学森把
这些苗子种植到山东泰安横岭果树
育种基地中。

“有一棵梨树结的果子可好吃了，
没有渣，很甜，是在 10 月上旬成熟的，
比普通梨晚熟两个月。”2007 年 11 月
初，基地经理郭志忠发现了“新大陆”，
并迫不及待地告诉了陈学森。

又经过两年的精心选育，“好吃、
没渣、很甜”的株系“脱颖而出”，并在
性状上一直表现稳定、优良，果肉白色
细腻、汁多、味甘甜、香气独特，被陈学
森团队暂定名为“山农酥”梨。

2012 年，“山农酥”梨通过了专家
验收鉴定，2015 年 12 月通过了山东省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并正
式定名。陈学森介绍，“山农酥”梨具
有鲜食品质优良、加工性能优异、果实
大、成熟晚、耐贮藏及抗性强等六大特
点，综合性状全面超过其亲本，填补了

优质、晚熟、耐贮大梨的市场空白。
2015 年，陈学森团队进一步研究发
现，“山农酥”梨含有新疆梨、西洋梨、
沙梨和白梨 4 个种的基因。因此，以

“山农酥”梨新品种选育为实例，团队
成功申报了“果树多种源品质育种法”
发明专利。

良种良法“打捆推”
让梨树第二年就结果

有了好品种，怎样在农民的地里
产生效益？陈学森说：“好品种加上好
技术，才能让农民尽快从优良科技成
果中受益。团队对‘山农酥’梨从种植
到管理，集成多个技术创新，适合规模
化、机械化、标准化种植，帮助农民实
现快速增产提效。”

记者在山东一禾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的种植基地里看到，2017 年初栽种
的“山农酥”梨树如今已齐刷刷地窜出
3 米高，而且只有一个主干枝条。“传
统梨树整型方式是栽树第二年，在主
干 80 厘米处定干修剪，剪后萌发 3 到
4 根枝条，但是会耽误结果时间。陈
老师常给我们讲营养是从梨树根部到
树干，再经树皮送到芽里，教我们用多
位刻牙快速整形早期丰产栽培法，也
就是栽种第二年梨树萌芽前，在主干
距离地面 80公分处，对 20棵左右的芽
进行定芽、摸芽和刻芽，第二年就能开

花结果。”基地技术负责人苏增冉佩服
地说。

以前果农们经常忙着在果园里除
草，现在“山农酥”梨的基地中却专门
种着名为长柔毛野豌豆的草，这是陈
学森在梨园管理方面的又一个“独家
秘籍”。“这种草的适应能力和抗逆性
强，春季长势旺盛，抑制了其他杂草生
长，还能涵养土壤水源、固氮培肥，在6
月份结豆荚后，植株很容易腐烂，不需
要刈割，非常省力。”聊城泰山早霞果
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王国政说。

此外，在陈学森团队指导的“山农
酥”梨种植基地中，还推广了宽行高
干、水肥一体化、机械化植保与收获等
成套栽培技术。

对接新型主体
晚熟梨树“长”出优质梨膏

2017 年 10 月，山东省菏泽市牡丹
区果农李建功到冠县考察梨品种，把

“山农酥”梨和当地种植的红香酥、锦
香、圆黄梨和黄金梨等七个品种摆在
一起，让大伙儿品尝。

“还是这个梨好吃。”听了大家对
“山农酥”梨的称赞，李建功吃了“定心
丸”。不到一个月内，他就在牡丹区流
转了 50 亩地，成立了山东禾硕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专门种植“山农酥”梨。
经与陈学森团队对接，二者签订了科

技服务协议，就这样，“山农酥”梨在菏
泽落地生根。

烟台渤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的
拳头产品润肺膏，其主要原料就是梨
清膏。“每年 11 月到第二年 5 月为感
冒高发期，对润肺膏需求量大，然而
地方梨几乎都在七八月份成熟，冷藏
存放成本高。”集团总裁迟江波说。
为了寻求更好的原料，他 2016 年到陈
学森团队的聊城基地引种了“山农
酥”梨：“不仅晚熟耐储，加工生产出
的梨清膏外观呈现琥珀色、晶莹透
明，喝着香甜可口。”

2017 年，渤海制药与陈学森签订
协议，获得了“山农酥”梨新品种的生
产许可权，专门成立了惠农农业科技
公司，在莱山区建起大型梨园。“这个
梨园不仅是原料基地，也是现代果业
技术展示基地；不仅生产高端果品，还
发展旅游观光采摘。”迟江波说。

“新型经营主体有实力，他们引种
‘山农酥’梨新品种后，团队提供技术
支撑，企业提供资金保障，可以迅速打
造成为产业融合发展的‘先行区’和科
技成果转化的‘示范区’，成为带着农
民干的‘标杆’和‘灯塔’。”陈学森说。

有了禾硕基地做示范，前不久，牡
丹区穆李行政村又与陈学森团队达成
了“山农酥”梨推广合作意向，协议种
植面积1000亩。

“山农酥”梨：好成果要让农民早受益

5月29日，在浙江省建德市航头镇乌龙村的园旺生态农业公司的种植基地，果农们正忙于采摘20多亩春蜜、春美等早熟品种
的水蜜桃，抢鲜投放市场，价格每公斤8元左右。据悉，该公司经过几年的精心培育管理，目前水蜜桃、黄桃、蟠桃、油桃等新品种
面积达380亩，自5月底开始陆续上市，鲜果可一直采摘到10月份左右，是促进当地果农增收的好途径。 王淑娟 摄

日前，笔者在四川省泸州市江阳
区黄舣镇罗湾村的万亩桂圆林里看
到，罗湾村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林
子里放养了数量不等的蜂箱，既种植
桂圆，又借助小蜜蜂采花酿蜜增收。
同行的罗湾村主任刘家荣说：“以前到
了桂圆的开花季，都是来自重庆等地
的追蜂人带着蜜蜂前来采花酿蜜，而
种植户们则眼巴巴等着，仅靠桂圆增
收。这几年不同了，村民家家都养蜜
蜂，一季下来，一箱蜜蜂就能增加 300
元到600元的收入。”

地处长江边的罗湾村是黄舣镇桂圆
种植核心区，全村桂圆种植面积近1万
亩。近几年，罗湾村党支部除了强化技
术管理外，还组建了专业合作社，为桂
圆注册商标，硬化林下游道，吸引游客
前来体验采摘等，让小小桂圆成为了村
民眼中致富增收的“金果果”。

“光靠果子增收还不够，还要让村
民从桂圆种植链中尝到更多甜头。”
2014年，罗湾村党支部一班人看到，每
到春暖花开时节，不少省内外的追蜂

人就带着自己的几十个蜂箱进入林
中，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管护后，一
箱蜜蜂就能给他们带来几百元甚至上
千元的收入，令村干部们心里很不“平
衡”。“别人能利用桂圆花养蜂酿蜜增
收，我们也要养蜂增收。”村党支部书
记黄祖明下了决心。

这以后，罗湾村党支部就专门组
织果农进行养蜂技术入门培训，罗湾
村村民逐渐走上了“桂圆+蜜蜂”的种
养创收路。历经近三年的发展，罗湾
村村民自养的蜜蜂已达 2000 余箱，仅
桂圆花一季下来，平均一箱蜜蜂最低
可收获 3 公斤蜂蜜，按目前每公斤纯
蜂蜜售价 120 元计算，2000 箱就可收
获纯蜂蜜 6000余公斤，可实现收入 70
多万元，全村户均增收410多元。

而更令村民高兴的是，这两年通
过在桂圆林里养蜂酿蜜，每年因有固
定的蜜蜂群采花，极大地促进了桂圆
的授粉率，不仅提高了桂圆的坐果率，
产量增加了 20%以上，桂圆的品质也
越来越好。 周超文 何智敏

桂圆+蜜蜂：种养尝甜头

□□ 本报记者 杨丹丹

“我种了18年的桃子，却没想到桃
子还有这样新奇的‘种法’！”在近日举
办的首届金安脆桃开园节上，安徽省金
安区施桥镇跃进村村支书杨齐感叹道，
安徽省果树体系岗位专家张金云及其团
队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种植理念。

金安脆桃种植历史悠久，但当地果
农长期的种植习惯是追求树冠大、果实
多，其实这样不利于果实均匀吸收阳
光。张金云及其团队来到这里以后，手
把手地教果农对桃树进行‘主干形’或

‘Y形’两种全新的树形整型，采用宽行
窄株栽培模式，并要求果农按计划产量
进行疏花疏果，严格控制果实数量。

“我们村种植了18年的桃子，但张
老师的很多要求都与以往的种植方式
不大一样。”杨齐说，村里的果农边改
边瞧，想看看究竟这样种，结出来的桃
子有啥不一样。

“与传统的多杈式桃树有所不同
的是，这种‘主干形’树型结构简单，树
体结构像竹子一样，树高一般在 2.5至
3.5 米，中间一个主干。管理技术简
单，全部有量化指标、田间操作容易。
结合宽行窄株栽培模式，配套长枝修
剪技术，实现早产丰产高效，栽后次年
结果收益，三年达盛果期，一般亩栽83
至 123 株，亩产控制在 1500 至 2000 公
斤。”张金云介绍说，通过新型种植模
式，桃子的优质果率和商品果率会大

大提升，而且适于机械化生产，能降低
劳动强度。

在张金云团队指导的桃园示范基
地里，桃树下面长着很多草。“这是我
们特地种上的三叶草。”张金云解释
道，传统桃农定期对桃园除草或者打
锄草剂，新型桃园则采取生草栽培模
式，大面积种植三叶草。

据介绍，通过种植三叶草，能控制
其他杂草生根成长。而且三叶草有固
氮作用，能将空气中的氮和水转化为

“氮肥”，同时三叶草自身作为绿肥回
田后是绝佳的有机肥，既减少了锄草
剂的喷施，同时增加了有机质含量，为
桃树生长提供充分的营养。生草还改
变了桃园的小气候，对土壤的有机质、

矿质养分、水分和物理性状等皆有积
极作用，进而影响桃树的生长发育，种
植出来的桃子口感更好。

“虽然金安脆桃种植历史悠久，且
有一定规模。但整体面临品种退化、
栽培模式落后、低效桃园多及重茬问
题。”安徽省果树体系六安市试验站站
长柳士勇介绍说，从去年开始，安徽省
农科院桃产业技术服务团队进驻以
后，引进了适宜当地栽培的新优品种
18个，目前长势良好。

当地还对低效桃园进行绿色改
造。对高密度桃园间伐，郁闭园去除大
主枝，压缩延长头，抬高主枝角度，内膛
控制大枝组。“开窗、去伞、疏密”，打开
光路，建设阳光果园，然后进行清沟沥

水。目前效果已初步显现。
通过“安徽省农科院桃产业技术服

务团队”项目的实施，当地新建桃园实
现了早产丰产稳产，大幅度改善了桃树
主产区的生态环境，将桃园建设成绿色
生态、休闲旅游的特色品牌，持续带动
区域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项目实施
后，施桥镇桃园亩均效益提高 20%，带
动6户贫困户持续脱贫致富。

“脆桃产业正处在由传统生产方式
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变的关键阶段。如
果没有科技的支撑很难走得长远。”柳
士勇说，目前六安市金安脆桃栽培面积
12万亩，产量15.6万吨，2017年实现产
值 5.1亿元，分别占全市桃树总面积的
74.5%、全市桃果总产值的60%。

金安脆桃：种了18年的法子该变变了

云南省待补镇
种百合亩收入1.8万元

目前，云南省会泽县待补镇野马村种植的 1
万余亩百合花长势正好，预计 6月底可上市，产值
达 5亿元。近年来，野马村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投
入产业扶持资金 900 余万元，重点培育百合花产
业，栽种荷兰的西伯利亚、苏尔帮、伯尼尼等 9 个
百合品种。百合种球移栽后 105 天即可采摘鲜
花，一年可采摘鲜花 1 次，每亩可种植百合 1
万-1.2 万株。每亩一次投入生产成本 3 万元，可
宿根3年，平均亩产值可达5万元，实现纯收入1.8
万元，是传统种植效益的几十倍。

野马村生态环境特殊，适宜种植百合花。该
村先后引进北京山谷园艺有限公司等 6 家公司，
带动培育318户大户发展特色种植，建成1万亩百
合花种植基地，带动当地 1000余名农村富余劳动
力就地务工，促进群众户均增收1.5万元。待补镇
政府为当地花农注册了“野马川”商标，90%的鲜花
送到呈贡斗南花卉市场交易，10%通过电商平台远
销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地区。

据介绍，通过百合花种植，野马村人均纯收入
达 1.2 万余元，超过全镇平均水平，成为了全省脱
贫致富的典型。 朱金贤

青岛平度市
仁兆蒜薹丰产又丰收

“蒜薹的收获看似简单，实际是有技巧的。要
挑在天气晴朗的中午，蒜薹经过光照变软后，‘打’
起来才省时省力。”日前，拥有多年蒜薹种植经验
的山东省青岛平度市仁兆镇农民代春美一边忙着
收获，一边介绍。

据了解，今年仁兆蒜薹的品质比往年更好，每
公斤蒜薹的收购价可达 5 元-6 元。收获期 1.2 万
户蒜薹种植户每户每天雇工 4-5 人，再加上收购
商等，这期间约有 7 万多人忙碌在仁兆的田间地
头。务工者每天可收入 300 多元，连六七十岁的
老人在家门口捆绑蒜薹每天也有百元进账。

来自即墨区的蒜薹种植户程瑞英告诉笔者，
由于仁兆蒜薹成熟期比周边早半月，所以他们先
来仁兆打工，每天 300元工钱还管饭，比在外面打
工强多了。

“咱当地的蒜薹有一大半是入库冷藏的，留到
春节前后上市，价格可以翻一番。”作为仁兆镇最
大的蒜薹储存户，青岛锐阳蒜薹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吕仁智这两天忙得脚不沾地。“我们合作社每天
收购量在 20 万公斤左右。”吕仁智今年准备了十
几个冷库存储蒜薹。

据仁兆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当地是沙
质土壤，出产的蒜薹具备耐储存特性，只要存储得
当，到春节上市品质依然上乘，加上“仁兆蒜薹”是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每到蒜薹收获的时候，来自全
国各地的收购商都会来此收购蒜薹。

崔汝平

高山夫妇“靠山吃山”

去年，家住海拔1200米高山的贵州省黔东南
州麻江县坝芒乡翁址村甘庄组陈沛禄、颜显丽夫
妇，放弃外出打工的机会，充分利用自家18亩山
林，在该县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试种天麻300平方
米，获得了较可观的经济效益。今年，陈沛禄夫
妇决定继续发展中药材种植，复种天麻 300 平方
米，试种丹参2亩、杭白菊1亩，预计收入可达4万
元。图为陈沛禄夫妇在管理中药材。

彭德华 摄

告别老黄历“果果”然有新意然有新意

采摘粽叶 多元创收

端午节即将来临，山西省原平市积极鼓励农
民生产粽叶，发挥传统农业优势，推进农民多元化
创收。图为原平市东南贾村农民在芦苇地里收获
粽叶，抢占市场先机。 吉建平 摄

产业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