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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产业是郑州市比较有特色的经济产业。葡萄

产值占果树经济份额的 30%左右，在郑州各区（县）果树

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大多数休闲园区均是由传统

的生产性果园转变而来，与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休闲、观

光、采摘果园”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有很大的差距，葡萄品种

单一、模式简单、质量不高、旅游观光缺乏创意，没有建立

起以生产优质、高效、安全果品和以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

和保护人类健康为目标的高效、优质、安全的果树栽培

技术与管理体系，优质栽培理念尚未在广大果树种植者

中普及，很多果园还存在盲目追求产量、忽视产品质量

和安全的现象。

1 以体系为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

按照郑州市农委制定的《郑州市都市生态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2015—2017 年）》要求，针对郑

州都市水果（葡萄、草莓等）相关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品种

单一或结构不良、果实品质有待提高、用工等管理成本

较高、观光采摘期短、都市观光采摘果园配套的栽培技

术措施不健全等突出问题，郑州市水果（葡萄、草莓等）

产业技术体系于 2015 年 10 月正式启动，通过引进和培

育适合郑州都市特色水果产业发展的新优品种，优化品

种种植结构、延长观光采摘期等措施，使水果周年供

应。研究集成并示范推广适合都市生态果园产业发展

的配套关键技术，降低果园用工成本、节约肥水、减少农

药使用量、降低残留，建立起都市生态水果优质、高效、

安全生产技术体系，提升郑州市都市生态水果产业，推

动郑州市现代、生态、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郑州市水果

（葡萄、草莓等）产业技术体系主要由创新团队和试验示

范基地两部分组成，设置 1 个首席专家、7 个创新团队和

6 个试验示范基地。首席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

究所的陈锦永副研究员担任。体系建设依托单位为中

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联合位于郑州的从事葡

萄、草莓等果树研究与推广的单位，河南农业大学、河南

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河

南农业职业学院等单位的研发力量。

2 举行评比观摩会进行技术交流

自郑州市水果（葡萄、草莓等）产业技术体系启动以

来，每年都举行评比、观摩等技术交流活动，以提高体系

成员的生产水平，使郑州市的都市水果生产朝优质、高

效、安全发展。日前，为了切实推动郑州市葡萄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完善的技术推广体系，发挥新品

种、新技术的支撑引领作用以及加快促进郑州市葡萄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实现我国“果业强、果农富、果乡

美”的重大使命，郑州市葡萄品鉴观摩会在九如万家葡

萄庄园隆重召开。

本次会议由郑州市水果（葡萄、草莓等）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专家陈锦永副研究员主持。他向参会人员介绍

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与专家，简述了本次会议的流程安

排。

郑州市政协副主席、农委副主任李新有、中国农业

科学院郑州果树所副所长刘崇怀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

话。李新有副主席总结了郑州市水果（葡萄、草莓等）产

业技术体系自 2015 年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果与收获，

介绍了河南省第一家取得有机认证的葡萄庄园——九

如万家葡萄庄园。他说道：“期望本次会议能发挥新品

种新技术的支撑引领作用，带动郑州市葡萄产业进一步

向简约、安全、优质、高效、多样的方向发展，促进郑州市

葡萄产业可持续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刘崇

怀副所长概述了我国近几年的葡萄产业发展和新品种

选育情况。

接下来是品鉴观摩环节，参会人员品鉴了来自全市

20 多个葡萄园区的 56 个优质鲜食葡萄样品并观摩了九

如万家葡萄庄园示范基地的园区建设。

促进都市水果产业发展 建设现代生态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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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郑州

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郑州果树研究所、郑

州市农委、郑州市园艺工作站、郑州市各县（市、区）农

委、葡萄生产企业、合作社、葡萄种植户及新闻媒体等

200 余位代

表 出 席 了

本次会议。

3 引领
示范的有
机葡萄庄
园——九
如万家

九 如

万 家 葡 萄

庄 园 位 于

土壤肥沃，

山川秀美的荥阳市境

内，庄园紧邻南水北

调生态走廊与科学大

道交汇处，环境优美，

交通便利。走进九如

万家葡萄庄园，与会

者被一栋栋的避雨连

栋大棚所吸引，一眼

望去，连栋大棚和防

鸟、防虫网将整个葡

萄园覆盖起来，甚是

壮观，避免了高温多

雨季节葡萄病虫害的

发生；一人多高的葡

萄藤上挂满了各种颜色的葡萄，有紫黑色的夏黑、紫红

色的巨玫瑰、黄色的金手指，随手摘下一粒尝尝，香甜的

滋味萦绕齿颊。据九如万家葡萄庄园的史总介绍：庄园

占地五百多亩，主要种植的葡萄品种有：夏黑、巨玫瑰、

阳光玫瑰、金手指等。种植中采用（1）三隔离栽培技术：

避雨、防病虫、防鸟害。通过运用物理的办法调控，减少

葡萄病虫害的发生，避免农药使用，使葡萄有机生产成

为现实。（2）使用土壤微生态修复技术，重视有机肥和生

物菌肥的应用,减少土传病害的发生并能有效地提高肥

料的利用率。（3）使用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栽培技术,降
低设施内部的空气湿度和设施土壤的盐分积累，达到设

施葡萄的高产优质栽培,从而有效地降低了设施葡萄病

虫害发生，提高了设施葡萄的安全性；并有保护土壤、减

少病害、节省劳力等优点。（4）花果管理技术：通过调整果

穗数来控制产量，有利于增大果实，提高果实品质。实行

农业物联网全程跟踪技术，便于进行采后规范化包装和

销售。同时。该庄园结合国内权威的有机产品认证万泰

认证，从生产过程到产品质量的全面品质保障和严格控

管，使他们成为应农业部要求参与制订有机鲜食葡萄国

家标准的企业。这些措施真正让葡萄达到绿色有机生

产，让广大群众吃得放心。九如万家葡萄庄园的地面管

理枝术、水肥一体化技术、设施栽培技术、标准化生产技

术、物联网监控技术以及休闲观光采摘模式，对葡萄园的

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4 媒体宣传助力葡萄产业发展

葡萄品鉴观摩

会期间，中国农业科

学院郑州果树研究

所杂志社为参会代

表送上中国果业实

用的，中国果农喜爱

的 技 术 指 导 杂

志 ——《 果 农 之

友》。《果农之友》是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

郑州果树研究所主

办的果业界惟一一

本全彩色印刷的刊

物，刊物印刷精美，

内容贴近果农，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形式生动

活泼，深受广大果农的欢迎。观摩会期间，《果农之

友》编辑部的同志收集了参会代表们对《果农之友》

的读者调查问卷，为《果农之友》更好地服务广大果

农提供了重要参考；听取了大家对《果农之友》的意

见和建议：大家肯定了《果农之友》近年来对果业服务和

发展做出的贡献，也对编辑部在今后“互联网+”时代的

定位、发展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

(本刊记者：陈 怡 余先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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