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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果品贮藏加工研究中心主要以延伸果品产业链、

减少果品采后损失、提高果品采后附加值为目的，重点围绕果品贮藏加工过程中品质

变化规律与调控机制、果蔬功能因子发掘与功能性产品、果品贮藏加工新技术与产品

开发、果品及其加工品的营养与安全性评价等方向，开展果品营养与贮藏加工应用及

应用基础研究，为水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技术支撑。

□本报记者 吴向辉

11月 3日，由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河南

省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组织相关专家

对豫选黄河鲤2号与豫选黄河鲤池塘养殖对

比试验、豫选黄河鲤2号优质高效养殖技术

示范与推广活动，在内乡县太山庙水库养殖

基地举行。通过现场测产，推算豫选黄河鲤

2号亩产为 1642 公斤，豫选黄河鲤亩产为

1470公斤，两种鲤鱼品种均表现出良好的

生长性能，具有市场推广应用前景。

黄河鲤同淞江鲈鱼、兴凯湖鱼、松花江

鲑鱼被共誉为我国四大名鱼。在历史上河

南省境内的黄河盛产优质黄河鲤，但随着人

类活动因素的影响，野生黄河鲤数量急剧下

降，根本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为此，河南

省大力开展黄河鲤的人工繁育和养殖研究。

河南省水产研究院科技攻关团队花了

20年时间，用野生黄河鲤鱼做亲本，经过连续

8代选育出了黄河鲤鱼良种——豫选黄河鲤。

据河南省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专家、河南省水产研究院冯建新研究员介

绍，豫选黄河鲤外观跟野生黄河鲤鱼非常相

似，金鳞赤尾，体形瘦长，营养价值也很高，

肌肉中具有较高的蛋白质含量和较低的脂

肪含量，富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其

生长速度比野生黄河鲤鱼快了近4成，成活

率高，易捕捞，适宜在全国各地人工可控的

淡水中养殖。2004年，豫选黄河鲤被国家

审定为适宜推广的优良养殖品种，这也是河

南省唯一通过国家审定的水产品种。

随着豫选黄河鲤及其养殖技术在省内

外的广泛推广应用，河南省大宗淡水鱼产业

技术体系专家团队并未停止对黄河鲤研究

的脚步，仍为选育出更好的黄河鲤品种和提

供更优质高效的养殖技术而不断探索。

近年来，专家团队以豫选黄河鲤保种群

体和野生黄河鲤混群繁育构成育种基础群

体，以生长速度和体色为主要选育指标，经

连续4代群体选育辅以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

术培育而成了豫选黄河鲤2号。

河南省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

家、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徐文彦教授表示，通过

对比试验，在相同养殖条件下，豫选黄河鲤2

号比豫选黄河鲤平均生长速度提高22.36%，

体色纯正、规格整齐。豫选黄河鲤2号在产

量方面有着更好的表现，亩产比豫选黄河鲤

提高15.19%，具良好的市场推广应用前景。

“目前，豫选黄河鲤2号正在进行新品种

申报，将有望成为我省第二个通过国家审定

的水产新品种。”冯建新说。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辣椒能

当水果吃吗？11月 10日，在2023

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大会种业创新

引领成果展上，不少与会者现场

“尝鲜”后，直呼：“不开玩笑，真能

当水果吃，又脆又甜！”

红红的辣椒看起来辣味十足，

其实它是甜的。这种能当水果吃

的辣椒来自河南农业大学园艺学

院，是该院专家团队选育出的特色

水果辣椒。据专家试验，该辣椒甜

度达10度到12度。

好看好吃之外，这种水果辣椒

维生素 C含量也很高。河南豫艺

种业公司总经理赵志坤介绍说，测

定结果显示，每百克水果辣椒的维

生素C含量为112毫克，是猕猴桃

的2倍、苹果的30倍。

除了独特的水果辣椒，河南农

大园艺学院选育的大麻花螺丝椒，

因其口感好，深受种植户和收购商

青睐，被称为“致富椒”。2021年，

该品种在山东省曾创下 5亩大棚

收入60万元的高收益。

“在今年辣椒效益相对低迷的

情况下，大麻花螺丝椒的效益远远

高于普通品种，每斤能高出 2 元

多！”赵志坤说，一个好的品种，能

实实在在帮助农户获得高收益。

本报讯（记者 董豪杰）优质强筋小麦新

麦26、白菜品种新乡小包23……11月10日，

在2023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大会种业创新引

领成果展上，新乡市农科院展出的小麦、白

菜、水果等作物品种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这个老黄玉米可是个宝贝！”新乡市农

科院副院长范永胜拿起一包玉米说。

“啥是老黄玉米？”

范永胜介绍说，老黄玉米是该院专家在

辉县深山区农家发现的玉米品种。在今年

农业农村部遴选发布全国农业优异种质资

源中，“龙水梯老黄玉米”在全国众多优异种

质资源中脱颖而出，入选国家十大优异农作

物种质资源。

范永胜说：“‘龙水梯老黄玉米’品质优

良，玉米糁黏、稠、香，具有抗旱耐冷、耐瘠薄

等特点。”

得益于太行深山区的村民习惯沿用自

家年年种植的玉米种，这些老黄玉米种才有

幸延续种植到现在。经过室内考种、品质分

析与田间鉴定，专家发现“龙水梯老黄玉米”

具有品质优、耐阴性强、穗大、穗行数多、种

皮薄等优点，对于拓宽我国玉米种质基础和

提高品种抗逆性具有重要价值。

据了解，新乡市农科院专家团队已经开

始利用老黄玉米种质资源开展后代选择，已

做出了部分组合，并筛选出了部分自交系，未

来有望选育出抗性强、品质优的玉米新品种。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11 月 10 日，在

2023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大会上，国家生物

育种产业创新中心与延津县帝益麦种业有

限公司签署小麦新品种郑麦 918重大成果

转化协议，郑麦 918生产经营权以 1918万

元的价格成功转让，刷新了我国小麦单品种

转让价格纪录。

据了解，郑麦918由河南省农科院雷振

生团队选育而成，是该团队继郑麦 366、郑

麦379后，又一个有望大面积产业化应用的

优质强筋小麦品种。

郑麦 918何以受到企业青睐？雷振生

介绍说，郑麦 918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在超

高产量水平下，品质达到国家优质强筋小麦

的相关标准，容重高、籽粒饱满、商品性好，

在面筋强度和延展性方面表现突出，适宜制

作高档面包。同时，在优质基础上，该品种

农艺性状好、综合抗性强、稳产广适性好，实

现超高产。

高价竞得郑麦918品种经营权，延津县

帝益麦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学中有自己

的考虑，早在郑麦 918区域试验阶段，他便

发现该品种的优异表现，“实现了产量和品

质的协同提升”。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以来，沁阳市组织党员志愿者到田间地头帮助群众采摘收获，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图为11月12日，沁阳市检察机
关党员志愿者在帮助群众采摘金丝皇菊。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毋昆 张建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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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磊：老庄镇樱桃种植最早可追

溯到清朝末年。经过 200余年的自由

发展，老庄镇现有樱桃种植面积 9600

余亩，每年3~5月吸引大量周边城镇居

民至老庄镇观花采果。

为增加特色果业经济收益，拓宽

果树产业发展道路，在前期调研的基

础上，老庄镇 2019 年开始逐步新增

适于采摘的新优果树品种 23 个，涵

盖桃、杏、李、草莓、桑葚、无花果、甜

樱桃等树种。截至 2023 年 5 月，改

良和新增果树种植面积 560 余亩，为

老庄镇果树产业多样化发展奠定了

基础。

陈大磊，硕士，中国农业科学院

郑州果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

事果品贮藏加工技术推广与应用。

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河南省重大专项、河南省重点研发项

目、中国农业科学院院级以上等省部

级项目10项；主导研发水果加工制

品13个单品；获授权专利22项，参编

著作2部，发表论文27篇。

本报记者 张莹 通讯员 马凌珂 文/图

嘉宾嘉宾 陈大磊陈大磊

主持人主持人

镇平县老庄镇种植樱桃有200余年的历史，目前种植面积9600余
亩，稳定的亩产收益已保持20年左右。2018年，河南省科技特派员、中
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大磊开始对该镇定点帮
扶。在帮扶老庄镇果业实现多样化栽培的基础上，陈大磊提出老庄镇果
业三产融合的发展思路。今年，老庄镇上马了樱桃加工项目，研发出樱
桃酱、樱桃汁、樱桃酒、樱桃醋、樱桃果干、樱桃籽枕头等产品，开始向三
产融合发力并初见成效。本期对话邀请陈大磊谈谈老庄镇果业向三产
融合发展的思路和做法。

嘉宾档案嘉宾档案

主持人：镇平县老庄镇有种植樱桃的传统，其果业种植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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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磊：地理位置优越、樱桃成熟

期早、宣传力度大等因素造就了老庄镇

樱桃产业的发展，果农在地头就可以开

展鲜果销售。樱桃在众多果树中属于

管理相对简单的树种，因此果农生产成

本相对较低，有的果农甚至不进行管理

也可以有收入。在核心产区，果农每年

收益约3000元/亩，且这个收入已保持

20年左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民收入

的提高，种植樱桃每亩地年收入 3000

元，已经不能满足果农日常生活所需，

从而导致生产投入持续降低，果实品质

逐年下降。综合考量现阶段制约老庄

镇果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主栽果树品

种优势不明显、栽培管理模式落后、缺

少龙头企业引领示范、采后贮运技术及

加工技术缺失等。

主持人：果农种植樱桃效益如何？老庄镇果业发展面临什么短板？

陈大磊：设施栽培经济收益提高速

度快，但对个人来说投资额大，短期内

发展起来不现实；依靠新优果树品种栽

培提高收入，幼树生长期需要3~4年；

科学的贮运生产技术能够增加樱桃货

架期 2~3 天时间，但技术普及需要时

间，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经过科学分

析，我提出老庄镇果业三产融合的发展

思路：一方面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樱

桃加工产业，拉长产业链，降低果农损

耗，丰富产品种类；另一方面提升果农

种植积极性，通过2~3年的技术培训及

田间指导，逐步普及甜樱桃品种嫁接技

术和新品种果树栽培技术，支持并鼓励

老庄镇果业多样化发展。

两个举措同时进行，可在保证老庄

镇果业稳步发展的前提下，三产逐渐融

合，拓展经营范围，提高经济收益。今

年，老庄镇申请乡村振兴专项资金120

万元，新建果品加工厂区1000㎡，联合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加工

中心并邀请河南红岭传祺饮品有限公

司参与实施，共同开发樱桃汁、樱桃酒

和樱桃籽枕头等产品，已初见成效。

主持人：怎样做大做强樱桃产业增加果农收入？老庄镇应从哪里突破？

陈大磊：果树产区的稳定发展必须有栽培、贮运加工及

农业龙头企业引领，三者缺一不可。樱桃虽属核果，但果实

属于软肉类，采摘过程容易碰伤和挤伤，贮运过程易发病菌

侵袭，从而导致采后损失严重。现阶段老庄镇开展樱桃加

工，有充足的原料供应，缺少的是加工技术及专业人才。在

此前提下，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深度参与当地樱

桃产品研发及生产，2023年共研发出

樱桃酱、樱桃汁、樱桃酒、樱桃醋、樱

桃果干、樱桃籽枕头等产品，其中樱

桃汁在投放市场后反应较好，樱桃酒

和樱桃籽枕头计划在年底前正式进

入市场。

主持人：拉长樱桃产业链条推动果业深加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陈大磊：2023年，老庄镇共生产樱桃汁 3吨，收购保护价

格 2元/斤。自 5月末首批产品进入市场，主推本地特产店和

商超，不同产品定价分别为 5.5 元和 9.8 元，利润率在 34%左

右，国庆节后销售额达3.4万余元。发酵樱桃酒共生产6.4吨，

计划销售定价128元/瓶，利润率在37%左右。采集樱桃籽可

生产枕头1300余个，计划销售定价99元/套，利润率在45%左

右。保持长期稳定的樱桃生产和销

售，樱桃加工品预期可创造 200万元/

年的最低经济收益，通过对樱桃果的

加工，不仅提高了果农收入，且新增就

业岗位约 30个，具有较好的社会价值

和经济价值。

主持人：目前樱桃酒生产研发情况，预计效益如何？

让黄河鲤鱼游上世界餐桌
河南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着力培育黄河鲤鱼新品种

灵宝市 文化合作社赋能乡村振兴

又脆又甜又脆又甜
辣椒能当水果吃

19181918万元万元 小麦品种卖高价

珍贵稀有珍贵稀有 老黄玉米焕新颜

陈大磊：2022年年底，老庄镇党委书记林迪在总结会上

说：“咱们老庄不能只有花和果，还得有自己的特色产品，要

让来咱老庄镇的游客看得见、吃得好、玩得开心、带得走。”经

过多方共同努力，今年老庄镇已实现特色樱桃制品的生产和

销售。下一步，要坚持老庄镇果业三产融合的发展思路，以

樱桃加工为基础，研发更多功能性桃、杏、李、桑葚、山楂、无

花果等水果加工品，做大做强老庄镇果业。

果树栽培和果品加工是我们的强项，但产品进入市场

还需要更多专业人士参与进来，在做

好果树栽培和果品加工的同时，我们

计划邀请高校或专业机构的老师来

到老庄，帮扶培育本地网络销售和直

播营销人才，让果农足不出户就能实

现全产品链的生产和销售，切实推动

老庄镇果业稳步提升，助力乡村振兴

事业发展。

主持人：推动老庄镇果业实现三产融合发展下一步您有何思考？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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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章江丽）

近年来，灵宝市把乡村文化合作社建设作

为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将群众

文化活动与乡村建设、乡村旅游相结合，将

文化融入乡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着力满

足村民求富、求美、求乐、求新的愿望。

出台激励措施，鼓励社会参与。灵宝

市对乡村文化合作社拨付一定的活动经

费，出台了《灵宝市公共文化活动奖励办

法》《灵宝市乡村文化合作社奖励办法》，对

发展较好、特色突出的合作社给予一定的

奖励。同时，广泛发动乡贤、村经济能人出

资修建、改善村文化设施、组织举办文化活

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举办专题培训，提升业务能力。该市采

取线上线下专题培训的方式，通过“引专家”

“结对子”“聘顾问”等多种形式，对社员进行

免费培训，对公共文化供给内容进行专业指

导和提升。今年以来，灵宝市乡村文化合作

社已进行 15次线下培训与 2次线上培训，

100余名社长与社员通过系列培训，打开了

发展乡村文化合作社的思路。

盘活文化资源，打造特色合作社。尹

庄镇唐窑村在文化合作总社下成立金石文

化分社、美食文化分社、摄影文化分社、耕

读文化分社等4个分社，通过产业带动、特色

餐饮、研学旅游等，带动本村村民实现不出

村就可致富奔小康。函谷关镇东寨村文化

合作社，以九曲黄河观景台为核心打造旅

游景点，用木栈道、游乐场、采摘园等吸引

游客观光旅游，成为深度体验黄河文化的

“网红”打卡地。

文化凝聚人心，引领旗帜鲜艳。灵宝

市通过乡村文化浸润民心，让群众精气神

更足、幸福感更强，文化合作社日益成为乡

村文化振兴的“主力军”“助推器”。截至

目前，该市共成立文化合作社 170个，发布

视频作品 1334个，每年举办文化活动 400

余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