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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资源优势，做大做强葫芦梨特色产业

——灵泉办事处葫芦梨产业开发的实践与思考

荣建文
*1
尚黎 张瑞春

（灵泉街道办事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云南 开远 661600）

【摘 要】:葫芦梨是开远市灵泉办事处西山片区特有的地域性梨种，果小皮薄（单果重 40-50 克）、晚熟（10 月

初成熟）、果皮黄中渗红，多用于淹制水泡梨。鲜食梨味浓厚，酸甜适口。由于葫芦梨七成熟时多被收购商抢购用

于淹制水泡梨，鲜果在市场上尚属空白。本文通过对葫芦梨产业的开发实践，分析了灵泉特有资源，对发展葫芦梨

特色产业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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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葫芦梨产业开发的基础和条件

1.1 自然生产条件

西山地区海拔 1450-1800 米，年平均气温 15.2-18.5 ℃，全年日照时数 2381.8 小时，无霜期不少于 318 天，全年平均降雨

量 800-900 毫米。光照充足，雨热同期，日温差大，年温差小。主要土壤为红壤，土壤质地轻壤或中壤，粒状结构。PH值 5.7-6.31,

有机质 4.48-5.05% ,，氮 0.21-0.29% ,磷 0.12-0.62%，钾 0.86-1.01 %。碱解氮 191.6-201.44ppm，速效磷 1.6-13.5ppm，速

效钾 75.6-86.77ppm，土壤疏松、土层深厚，肥力中等。可耕地面积 41600.78 亩(1999 年土地详查结果)。

从气候和土地资源来看，适合温带水果和冷凉作物的种植。

1.2 社会经济条件

2015 年，全处农民家庭经济总收人 8441.4 万元，农村经济总收人 14645.21 万元。山区三个村委会人平均年收人 1732 元，

其中来自种植业收人占 73%，来自畜牧业收人占 12%，林业占 6%,运输业占 2.6%，建筑、加工等收人占 0.4%。我处辖城区南路、

落云、西路三个村委会和山区城干、崩打、三台铺三个村委会，但我处近 95%的土地和 80%的人口在山区，山区由于基础设施薄

弱、村民文化素质低，生产、生活习惯参差不一等因素影响，在产业上长期以来以种植杂交玉米为主，农户经济收人较低和单

一，其山区人均收人低于全处平均水平，所以我处农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潜力都在山区。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加快产业调整步

伐，增加农户经济收人，对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有较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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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础设施状况

交通运输:西山三个村委会形成三纵一横的交通网络。三纵:

市区一三台铺(三台铺村委会)、市区一自打(城干村委会)、市区一份玉(崩打村委会)。路面都为水泥路面。

商品贸易中心:全市最大的农贸市场位于我处辖区内，市场内设农产品批发、冷库、农资服务等。

水利设施:可供农业生产用水小坝塘 26 个，小型水库 1 座。蓄水总量 120 万方。农户自己建生产水窖巧 0 口。

通讯设施: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网络已在西山实现无缝覆盖，有线电视实现户户通。

2 葫芦梨的自然分布状况和市场前景

葫芦梨在西山主要分布在海拔 1400 米一 1800 米的三台铺、城干、崩打三个村委会的 21 个自然村。面积 2000 亩，大都处

于田边地角，房前屋后，放任生长。葫芦梨产品主要是淹制成水泡梨出售(主要原因是加工产品利润丰厚，到 70%成熟度就被收

购商抢购用于加工，市场上很少见到鲜果出售)，作为鲜食，市场尚属于空自。加工产品远销昆明、西双版纳、广州、上海等地，

供不应求。葫芦梨鲜食和加工产品都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3 葫芦梨产业开发的措施

3.1 加强领导、统一思想、明确职责

葫芦梨产业开发涉及种植、水利、企业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为协调各方工作顺利到位，办事处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由力、事处分管农业的副主任为组长，农科站、水管站、企业办负责人为副组长，山区三个村委会主任为成员。负责整个产业

的指导协调工作。

3.2 建立苗圃基地繁育苗木

为保证苗木纯度和大规模发展种植的需要，2001 年在三台铺自然村建立了占地 7亩的葫芦梨苗木基地。以野生棠梨苗做占

木，饱满纯正的葫芦梨芽穗做接穗，实行芽接，做到当年嫁接当年出圃。3年来共出圃优质葫芦梨苗木 50万株，可供定植面积

8000 亩。苗圃的建立，节约了葫芦梨枝条采取量，缓解了苗木压力、加快了推广进度，并通过现场示范的形式为农户提供一整

套的苗木嫁接和管理技术。

3.3 葫芦梨示范园建设

在产业培植过程中，采取示范园的形式来带动面上葫芦梨的规范栽培。在勒自冲建立 300 亩的葫芦梨栽培示范园，在德果

建立 200 木的示范样板。样板和示范园实行规格化定植和规范化管理。通过在示范园内举办现场培训和不定期的农户自行参观

学习，辐射带动面上 10293 亩的葫芦梨栽培。其种植技术要点如下。

种植密度:株行距 4Mx5M，亩定植 33-40 株，定植时间 11 月下旬到 12月底。定植塘规格: 600CM x 60CM x 60CM。

肥料运筹:幼树以勤施薄施为原则，以速效氮为主；成年树施用氮、磷、钾齐全的复合肥，用量 300-400 克/株，年施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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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施肥时配合雨水施用。

水分管理:主要靠雨水。

整形修剪:葫芦梨属小果型梨种，在冬剪中注意控制株高，采用拉、别、扭、压、撑手法，少修剪。

病虫害防治:主要预防梨木虱和灰霉病。一般杀虫剂和杀菌齐 Il 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除效果。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严格控制用药次数、用药量和未次用药安全间隔期。

3.4 立项争取资金，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该项目属于自选项目，启动之初无专项经费来源。按照规划。

整个产业开发需投人资金 1496 万元，农户自筹 1400 万，尚有近 100 万元的资金缺口。这样大资金缺口办事处难以承受，

为此 2003 年在市政府和市农业局的主持下，邀请州、市农业系统专家对该项目进行评估。专家组通过审阅材料，一致认为该产

业可作为名、特、优产品立项。项目立项后 5年的时间内共争取到项目资金省、州、市项目资金 50 万元，为此项目的顺利实施

提供了资金保障。

3.5 产品宣传和推介

葫芦梨作为地方特产，由于其产量受限制，影响范围不广。在大面积推广种植的同时，处农科站想办法出主意:一是多方联

系州、市电视台、报社作好葫芦梨的宣传报道。红河日报、开远市讯、开远电视台都有葫芦梨的相关报道；二是积极参与省、

市举办的农产品展销会。其独的外型和口感受到消费者的好评；三是自主设计产品包装盒，申请注册“阿迷”牌商标；四是扶

持加工企业，稳定销售渠道。

3.6 提升品质，申报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在栽培技术上，严格按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规程实施生产。2007 年葫芦梨得到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认证。

4 取得的效果

4.1 技术创新和改进

项目和其他产业开发相部比，属部分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当地品种进行繁育，推广速度快。3 年的时间，葫芦梨种植面

积从 2000 亩发展到 10293 亩，使其成为西山农户增收的重要渠道；二是产品开发上规模上档次，形成自有品牌。

4.2 经济效益

三年来推广种植面积 8000 余亩，到 2015 年，全处葫芦梨种植面积 10293 亩，挂果面积 10000 亩，实现农户经济增长 1000

余万元。

4.3 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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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梨的推广种植，改善当地基础设施。累计整和资金 600 余万元，修建地边水窖 523 口。同时带动成立了“西山果蔬协

会”，形成农户+基地+协会是生产营销模式，解决农户担心多了卖不出去的后顾之忧。

4.4 生态效益

葫芦梨树冠高大、根系发达、生命周期长。大面积种植可调节气候、固土保水，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1万亩的葫芦梨种植，

使西山植被覆盖率提高 25 个百分点。

4.5 对该产业今后发展方向的思考

4.5.1 整个葫芦梨产业开发的框架格局已经形成，但仍然存在产量不稳定(自然灾害中的冰雹、干旱影响较大)，果品品质参

差不一，优果率较低的问题。建议加大增加基础设施投人和科技培训，减少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损失和提高优质果比例。

4.5.2 以西山葫芦梨为主要原料加工的水泡梨虽然一直处于摊贩式的加工营销模式，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供不应求。州内现

有的水泡梨其原料 90%以上来自于西山，但西山当地水泡梨加工业几乎为零，西山仅仅做为建水、石屏、通海水泡梨加工户的原

料基地。在原产地建设上规模、上档次的加工企业，使水泡梨走人中、高端市场，对于减少鲜果长途贩运费用和损耗，还利于

农户，增长地方经济、创立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落实这一思路，由西山李家村葫芦梨专业合作社承当的"1000 吨葫芦梨加工与营销”已经申报市政府批复立项，当前已破

土动工。

4.5.3 葫芦梨鲜果市场的拓展。葫芦梨鲜果口味既不是甜得发腻，也非酸得难以人口，刚刚好，浓厚的梨味，加上果小、皮

薄、色艳，在梨类品种中确属罕见。应用现代保鲜技术，延长保鲜时间，实现葫芦梨鲜果的周年供应将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