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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永：一、推广设施栽培，降低种植风

险。服务团积极推广大棚促早栽培、简易

避雨栽培等模式，增强抗灾减灾能力，有效

减少了葡萄病害、冻害、裂果、涝灾等影响

葡萄产量和质量的风险。二、倡导控产提

质，品质带动效益。转变种植者追求产量

的观念，提倡亩产量稳定在 2000 公斤，根

据稳产目标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只有注

重品质和果品质量安全，做出精品果，才能

取得高效益。三、加强技术培训，强化试验

示范。由于“阳光玫瑰”种植技术难度大，

尤其是无核化处理、疏花疏果、水肥管理等

难点技术，服务团开展重点培训，加强技术

服务，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基地，让

果农切实掌握种植技术。四、引导产销对

接，保障果农收益。服务团为当地联系了

多家果商，并积极帮助销售想方法、出点

子，加大产销对接力度，积极开拓市场，扩

大销售渠道，增加果农收入。通过服务团

产销对接的一些帮助措施，太康的“阳光玫

瑰”葡萄销售顺利，种植户收益良好，每亩收

益普遍达2万元以上。

主持人：请谈谈全省以及太康“阳光玫瑰”葡萄的
种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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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莹 通讯员 马凌珂

嘉宾 陈锦永陈锦永

主持人

嘉宾档案嘉宾档案

“阳光玫瑰”具有果肉硬脆、含糖量高、香味浓郁、较耐储运等优
点，发展初期价格居高不下，在葡萄界曾一度“封神”。近年来，“阳光
玫瑰”跌下神坛，市场价格持续低迷。当前，还没有显著超越“阳光玫
瑰”的优良葡萄品种，“阳光玫瑰”仍会是今后几年的当家品种。那
么，“阳光玫瑰”出路何在？河南省葡萄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果树瓜类栽培研究中心主任陈锦永
认为，种植“阳光玫瑰”的出路就是提高果品质量！只有严格按照花
果管理、水肥管理、病虫防控等标准技术操作，才能生产出优质的“阳
光玫瑰”，“阳光玫瑰”才能继续“阳光”。6月1日，记者邀请陈锦永围
绕种植“阳光玫瑰”的出路这一主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陈锦永，研究员，中国

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

所果树瓜类栽培研究中心

主任，河南省葡萄产业科

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河

南省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专家。

主持人：近年来“阳光玫瑰”市场价格逐渐平民化，
为何价格行情持续走低？

主持人：“阳光玫瑰”还能继续种植吗？种植“阳光玫瑰”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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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节本增效是“阳光玫瑰”发展必由之路，您是怎样进行科技加持的？

主持人：有些果农一味追求“大穗”“大粒”“高产”，这样种植“阳光玫瑰”科学吗？

陈锦永：目前全国“阳光玫瑰”葡萄种植面积约200万亩，据不完

全统计，河南省有15万亩以上，且面积还在增长。2020年，我作为河

南省葡萄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开始对口帮扶太康县，通过几

年的发展，“阳光玫瑰”栽培面积占太康县葡萄面积的70%以上，已成

为该县的主栽品种。由于“阳光玫瑰”需肥需水量大、花果管理难度

大、病虫防治要求高等特点，各地果农的栽培管理技术水平参差不

齐，果品价格差异很大，果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无法持续提高，如果不

及时开展规范化种植，后续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陈锦永：虽说“阳光玫瑰”具有很多优良性状，但没有任何一种水

果能一直维持暴利。一是随着“阳光玫瑰”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增，产

量不断激增，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必然下降。二是种植者急于追求

更快、更直接的效益，盲目以生产“大穗”“大粒”“高产”为目标，导致

果品风味差强人意，消费者体验感下降，从而导致“阳光玫瑰”葡萄价

格下跌。三是“阳光玫瑰”栽培管理技术难度大，如果浇水施肥不当、

花果管理粗放、病虫防控失误等，都会造成品质下降，影响价格。四

是由于网络炒作、谣言四起，大量不实信息的传播严重影响了“阳光

玫瑰”在消费者心中的高品质水果定位。

陈锦永：近几年，虽然“阳光玫瑰”价格

持续下跌是不争的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高

品质的“阳光玫瑰”葡萄价格依然比较坚

挺。另外，当前还没有综合性状超越“阳光

玫瑰”的优良葡萄品种，“阳光玫瑰”仍会是

今后几年的当家品种。所以“阳光玫瑰”能

继续发展，但不要盲目发展。建议生产中做

好以下几点工作：一是打好种植基础。做好

土壤改良，选好种植模式，种植面积不宜过

大，把种植风险降到最低。二是做好品质管

控。花果管理技术必须实行标准化，只有控

好产量、保证质量，方可不被淘汰。三是不

断学习提升。通过不断学习、灵活运用技

术，根据自己果园情况形成一套适宜的管理

技术，而不是随意模仿和套用别人的技术，

通过稳定的、标准化的技术，降低栽培难度

及提高品质。在提高品质的同时，也要打造

“阳光玫瑰”品牌影响力，提高市场竞争力。

陈锦永：在推动“阳光玫瑰”节本增效的

道路上，我和服务团研发集成并推广了以下

几项生产措施。一是普及高效花果调控技

术，减少人工投入、提高果实质量。“阳光玫瑰”

每穗疏果人工费达1~1.5元，每亩疏果成本在

2500~3000元，如使用我单位研发的“留穗尖

捋穗法”可节约整穗用工80%以上，使用“阳光

玫瑰”花果调控方案——“DBY”“葡罗塞汀”

“升彩”可稳产提质增香、塑造优美穗形，几项

技术方案综合增收节支3000元以上。二是实

施科学精准的水肥管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化学肥料投入。推行“果园土壤快速改

良”“高效水肥精准管控”等省力化果园土肥

水管理技术，为果园持续高质量生产提供支

撑。三是生产向标准化、省力化、机械化方向

发展，如采用省力化整形修剪、轻简化枝蔓管

理、规范化病虫防控、机械化施肥施药等生产

关键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果实质量。

陈锦永：要想保证“阳光玫瑰”的高品

质，就不能一味地追求“大穗”“大粒”“高

产”。“大穗”“大粒”“高产”生产不仅会造成

果实无香味、糖度低、口感差，也会造成果粒

不均匀、穗形不标准等，甚至会降低树体抵

御不良环境的能力，如病害难以防控、气灼

日烧严重、软果烂果频发等。所以“阳光玫

瑰”生产中要提高品质就要控产，把握质量

与产量的平衡，只有注重把控品质，才能赢

得市场青睐。建议河南地区的“阳光玫瑰”

果穗重量不要超过1.25公斤、果粒不要超过

18克、亩产以2000公斤左右为好。

主持人：请您分享一下太康种植“阳光玫瑰”节本增效的做法和成效。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

刘禾）。5月22日晚，西峡县城郊的

稻田村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

走进稻田村帐篷部落，一簇簇篝火

点燃夏天的热情，人们三五成群，唱

歌、跳舞、烧烤，还有帐篷民宿让游

客拥山而眠。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持续推

进，西峡乡村建设全面升级，乡村

游、城郊游受到市场追捧，稻田村就

是其中之一。2020年，稻田村抓住

栾西高速建设契机，流转土地、平整

场地、引水建坝、铺路建园、立面改

造，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水稻、甜柿、花卉、苗木各类产业

蓬勃发展，成就了独特的“营商环

境”。2023年，占地 2.5 万平方米，

吃、住、游、玩一体的帐篷部落落户

稻田。“好的村容村貌是我们最大的

本钱，这里依山傍水，非常适合举办

野营、团建、婚礼等活动。”稻田村支

书陈万伟告诉记者。

“好玩”仅仅是稻田村火爆的一

个方面。距离帐篷部落 200米，新

建的80余亩水稻田也是西峡“独一

份”，以水稻为主题的稻文化广场不

仅让人梦回童年，更能品尝到地道

的“九月寒”大米。通过土地流转打

造的农游综合体，为稻田村带来了

每年近30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

与稻田村一衣带水的五里桥镇

土槽村爱情小镇，节假日期间日均

游客已经突破2万人。生态环境做

底色，文化活动添成衣。乡村啤酒

电音文化节、乡村农产品网络文化

节、九月九重阳文化登山节等系列

活动紧锣密鼓，水上飞人表演、太空

舱民宿等吸人眼球，让乡村旅游时

时有爆点、月月有看点。

城郊村有“大手笔”，深山村也

端出了“拿手菜”。走进桑坪镇桑坪

村岭根组，目光所及尽是花海，旧房

梁搭建的牌坊和亭台、旧陶罐做的

花盆、蒿草做的拱门、旧轮胎做的秋

千，让村子年代感十足，又充满乐

趣。而最出名的，莫过于这里的“大

锅饭”。2021年，桑坪村数百名群众

架起大锅饭、干起集体活，不等不靠、

义务出工、改造家乡的事迹在西峡广

为流传，让这里成了有名的打卡地，

“大锅饭”也成了这个村的招牌菜。

“我们的大锅饭特别受欢迎，今

年‘五一’当天，6大锅玉米仁粥、2

大锅炖肉、3000多个馒头还不够游

客们吃。”桑坪村支书杨祖伟算起这

笔账，乐得合不拢嘴。跟着大锅饭

的走红，村民阳天军抓住农游热潮，

投资30余万元建起了农家乐，在高

山密林里搭起了蒙古包，端上地方

名吃地锅鸡，让“吃农家饭、干农家

活、赏农家景”有了别样风情。

乡村游的爆红是西峡县乡村发

展的真实侧写。据了解，2023年，

西峡县“菌果药”三大农村特色产业

平均价格涨幅 15%以上，猕猴桃被

列入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单。“六清”

“六治”持续升级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实现从“净”到“景”的跨越性转

变，创建“美丽小镇”2个，打造“四美

乡村”18个、“五美庭院”22435户，

“文明幸福星”创建占比更是达到

77%，既为乡村旅游业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土壤，也赋予了乡村更多的

精神内涵。截至目前，西峡县累计

打造木寨猕猴桃小镇等乡村旅游示

范村 21个、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2

个、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 9个，6个

乡镇1.5万农民吃上“旅游饭”，被评

为省乡村旅游示范县。

记者从西峡县文旅集团了解到，

今年该县计划评出6家星级民宿，引

领乡村旅游业更新升级，进一步把

“人流量”变为“客留量”，让更多农民

吃上“旅游饭”，实现家门口就业。

“电缆接口需要尽快密封，不

能让任何一丝隐患打扰到孩子们

的逐梦之旅。”6月 3日清晨，国网

鲁山县供电公司焦裕禄共产党员

服务队来到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对用电设备及线路进行地毯式检

查，为即将到来的高考编织一张电

力安全网。

2024年度高考在即，国网鲁山

县供电公司按照“统一指挥、分级负

责、各司其职、相互协作”的原则，成

立电网运行、设备保障、现场保障、

技术保障、综合保障等5个专业组，

编制“一考点一方案”，绘制高低压

接线图，深入排查空调、照明、监控、

语音等负荷情况。对排查中发现的

问题，该公司建立隐患档案，要求校

方立即整改，并安排专人跟进，直至

所有隐患彻底消除。截至目前，该

公司的保电队伍已成功识别并处理

线路设备缺陷1处，安全隐患2处，

为高考的顺利进行扫清了障碍。这

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准备工作，赢得

了校方的高度评价，也为广大学子

铺就了一条平稳的追梦之路。

在高考期间，该公司将秉持“定

人、定点、定时、定岗”的原则，进一

步细化高考保电现场工作。保电队

伍将入驻各个考点，实行24小时蹲

点值守，对重点线路和关键设备进

行不间断巡视。同时，借助智能化

运维平台，实现对电网运行的实时

监控和远程调度，为高考期间的电

力安全再添一道保险。 （盛文博）

党群共治创“洁美山城”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街道将

“听民声、集民智、聚民心”贯穿“洁

美山城”行动全过程，用实际行动引

导形成“群治群护群享”治理新格

局。从居民反映最突出问题入手，

街道党员干部带头收集群众建议40

余条，查找问题20余处。通过开展

洁美家园、文明小区等创建活动，先

后动员群众1000余人次，重点培育

“星火先锋”等一批志愿服务队伍，

营造党群共治新氛围。 （孙覃）

“村务公开明白墙”
发挥监督大作用

杞县金城街道办事处“村委公开

明白墙”全覆盖，促使村居“两委”干

部增强自我约束力，纵深推动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在乡村一线落地生根。

今年以来，该办事处纪工委共受理群

众各类诉求117件次，受理党员干部

违法违纪问题线索8起，立案5件，党

纪政务处分4人，在全县“村务公开”

建设评审中的民主测评和群众满意

度均达98%以上。 （张铁党）

6月2日，市民在洛阳市涧西区郑州路街道东马沟社区体验农耕生活乐趣。该社区利用闲置荒地打造“共享菜园”休闲项目，创新发展农田认养，通过
全托管、半托管方式吸引市民认领土地，让市民体验农耕生活乐趣，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黄政伟 摄

□本报记者 魏静敏

5月 30日，河南省葡萄产业科

技特派员服务团成员仝向阳、孙小

旭、李兰、何莎莎等一行冒着高温酷

暑，深入田间地头，为太康县果农送

技术，助力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正值葡萄疏果膨大关键时

期，而疏果是葡萄管理中非常关键

的一个环节，疏果早晚直接影响果

粒大小，疏果标准程度影响穗形美

观，最终决定了价格的高低。在毛

庄镇红果果有机葡萄采摘园，服务

团成员仝向阳向果农详细讲解了

“阳光玫瑰”葡萄疏果技术：“疏果时

间一般在保果后4-5天，幼果长至

黄豆大小时进行，先去除畸形穗、僵

果及大小粒严重的果穗，穗长保

留 15-16厘米，大约 8层果；疏果

时第1层每个小分枝留5-6粒果，

去除朝下的果粒，留朝上和朝外

的果粒，第 2 层小分枝留 4-5 粒

果，往下每层都留朝外的果粒，第

3层小分枝留3粒果，第4-6层小

分枝留 2-3 粒果，第 7-8 层小分

枝 留 1-2 粒 果 ，最 终 每 穗 留

68-75粒，目标穗重2-2.5斤。”

独塘镇韩庙村许多果农反映

葡萄在保果后出现叶片逐渐发

黄、果粒膨大慢的现象，葡萄生长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该村葡萄

园区，服务团实地查看了田间土

壤及植株根系情况，并制订了解

决方案：去掉过弱的果穗，减少养

分的消耗；每亩冲施“速沃丰生根

肥”2.5公斤+“螯合铁”1公斤；叶喷

硫酸亚铁+“果不胜收”氨基酸叶面

肥；树体黄化有好转时，使用平衡

型水溶肥 5公斤/亩+海藻酸或腐

殖酸2公斤/亩，每次施肥中间，单

独滴灌钙镁肥5公斤/亩。

在杨庙乡柳庄村的德恒种植

家庭农场，服务团成员与返乡创业

的 90后园主柳鹏飞进行了交流。

针对去年因未搭建避雨棚而导致

的炭疽病大暴发问题，服务团及时

给出了搭建避雨棚的建议，并制订

了合理的施肥和管理方案。“有了

你们的技术指导，我就不愁了，今

年肯定能有个好收成！”柳鹏飞高

兴地说。

本报讯 （记者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通讯员高会鹏 冯晓雨）

“想做出好梨膏，首先要选好梨果，

只有梨果好，生产出来的梨膏才能

优质……”5月 29日，在宁陵县小

梨妹果业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张

敏边带着乡土人才参观了梨膏生产

车间。

宁陵县酥梨种植闻名遐迩，种植

面积达 22万亩，产量居全省之首。

为进一步提升梨产业，该县实施人才

强县战略，柔性引进农业专家，共建

梨试验站，引进先进技术，推动梨产

业由劳动力型向技术型转变。

宁陵县注重人才孵化，设立乡

土人才教学点，将课堂移至田间地

头和企业车间，培养了一批“科技

示范户”和“致富能手”。同时，通

过“科技示范户”授牌、技能争霸等

活动，提升梨农和企业的种植、加

工和经营能力。目前，已培育出多

家深加工和电商企业，开发了多种

高附加值产品，年产值超20亿元。

在农文旅融合方面，宁陵县依

托梨产业，引进文旅人才，推动乡

村旅游发展。通过推进项目建

设、打造研学旅游路线、建设科普

教育基地等措施，吸引游客前来

观光体验。同时，优化人才政策

环境，为人才提供全方位支持，确

保他们能在宁陵县安心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宁陵县通过

梨产业与人才的双向奔赴，不仅

促进了梨产业的升级发展，也带

动了农文旅的深度融合，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游乡村 赏乡景 品乡味
西峡农文旅融合铺就幸福路

国网鲁山县供电公司 光明护航 为高考接通梦想电流

南召县“四个一”
做好党外代表人士工作

南召县委统战部通过建立一个

人才库、选好一批重点联系对象、建

立一套评价体系、打造一个平台引

导党外代表人士开展调查研究，提

出高质量有建设性的建议，为南召

县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凌淼）

葡萄园里来了科技特派员

宁陵县“梨”遇人才助推产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