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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突破瓶颈 示范带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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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农业农村局

2. 无锡市惠山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建勤家庭农场种植水蜜桃面积 160 余亩，拥有加工包装车间、冷库以及全程机械化生产设备 20 多台套；

注册“好桃气”“臻状元”商标，水蜜桃产品在“秦安杯”“瓦房店杯”全国水蜜桃大赛中获得金奖，以及世界园艺博览会银

奖；通过“互联网+”销售模式实现了农场跨越式发展。农场创制形成的《水蜜桃绿色防控与全程机械化模式》被评为 2022 年

度江苏省乡村产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为阳山水蜜桃产业振兴提供了样板。

创新成效

着力轻简化，首创苏南水蜜桃生产机械化模式。针对阳山水蜜桃桃园既要高质量排水、又要无障碍通行农机、还要省力化

生产等切实需求，农场首创苏南水蜜桃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一是研发实施“桃园宜机化路沟渠技术”，实现桃园宜机化。首

创苏南水网地区桃园宜机化集成技术，中小型作业机械可以快速精准到达每一棵桃树，大幅度提高了农机作业效率。二是研发

实施“桃园宜机化树形群体结构技术”，为宜机化桃园提供了 40%左右的增产潜能。三是示范实施“机器换人工程”初见成效。

目前桃园日常管理用工缩减，与传统生产模式相比效率提高 5倍以上，节本增效十分显著；宜机化树形的桃园种植第 4 年亩产

高品质桃子 8000～9000 只，盛果期提前 2年。

着力可持续，形成阳山水蜜桃病虫害绿色防控模式。创建成功全国首批“生态农场”，树立绿色发展集成技术应用榜样。

构建桃园病虫害综合防控体系，高水平管控水蜜桃病虫害。参与惠山区水蜜桃病虫害统防统治示范区建设，实现农药减量、生

态改善、确保产品绿色安全等多重叠加效应。集成创新实施健康土壤技术，确保桃园土壤环境优良。参与研究优质阳山水蜜桃

土壤养分指标标准，大幅度削减水蜜桃化肥使用量。通过实施“绿色防控+健康土壤+平衡施肥”等集成技术，确保土壤理化性

状及生态环境良好，优质果产出率增加到 90%以上。

着力品牌化，提高农场水蜜桃产品知名度。注重品牌建设，在获注册商标、绿色食品证书认证前提下，积极参加并大力实

施阳山水蜜桃双品牌建设，目前已经成为“阳山水蜜桃”地方公用品牌+“臻状元”自有品牌建设的主要示范农场之一，为阳山

水蜜桃捧回 20 多个奖项，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助力水蜜桃产业振兴，为无锡阳山水蜜桃双品牌建设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发展瓶颈

尽管惠山区建勤家庭农场首创《水蜜桃绿色防控与全程机械化模式》，带出了鑫旺合作社、田园东方、桃冠苑农场、果多

多农场等实施水蜜桃全程机械化生产的桃园，但是全区目前仅有 400 余亩的水蜜桃面积实施该生产模式，离真正普遍推广还有

较大距离。

“地”的瓶颈。阳山水蜜桃集中区农民承包的田块普遍比较分散，这些小块分散桃园，农机无法通行、作业靠手工、搬运

靠体力；土壤亚健康、病虫易发状况使桃树寿命严重缩短。90%的阳山水蜜桃桃树寿命只能达到 10 年左右，比 20 年前缩短 5 年。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fDc5t50kiLIYXDzLX579_OsTZbq0KvE20ydSoh3l5kAzx8aCKc05cJ9qxKGRUE4pqfRh8Phd_UDGv19vJtP68eDmXG2jLUMvwYVW6G3ubA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fDc5t50kiLIYXDzLX579_OsTZbq0KvE2rTIFHbbJ6dPCSdFI7jYICrdj18tzShfZ93jsQm_adTMfBm7Nej0CXjTM_3jNqGyH1-rOnzu7MyQ=&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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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实施生产机械化，实现适度规模化生产经营。

“人”的瓶颈。一方面重体力的劳动导致许多年轻人只愿卖桃、不愿种桃。现有桃农平均年龄 65 岁左右，老龄化严重，很

少有人懂得机械化配套的现代水蜜桃生产技术，种出来的桃子良莠不齐。另一方面桃农采用传统修剪技术，亩产量难以提高。

传统方式生产亩产量一般 1.5 吨左右，效益提升空间不大。

“理念”瓶颈。不仅一般桃农对新模式生产理念没有深刻的认识，部分技术员也没有先进模式理念。一些农场尽管拥有大

量集中连片土地，但由于生产管理理念落后，效益处于亏本的边缘。

对策建议

无锡水蜜桃是中国传统四大名桃之一，实现产业振兴要在桃子好吃、桃色好看的基础上聚力推广长枝修剪、生产机械化等

多方面生产集成技术措施，确保水蜜桃高产稳产优质。聚力培育 50 个“孙建勤、杨文兴式”桃园来示范引领水蜜桃产业发展。

这为阳山水蜜桃产业振兴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实施水蜜桃机械化生产才能实现产业的振兴。

积极开展宣传教育。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创新的水蜜桃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让新模式得到广大干部与技术人员的认可，让

桃农深入了解现代化桃园生产理念，使其认识到开展机械化生产水蜜桃的省工节本效应、减轻体力劳动强度的效果、水蜜桃提

质增产增效的效果，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大力推介、促进实施。

实施桃园规模化流转工程。大力推进规模化土地流转，解决“种好地”的问题。编制阳山水蜜桃产业振兴规划，高起点规

划产业发展思路和实施布局。出台切实可行的土地流转政策，积极扶持农业经营主体土地流转，开展桃园标准化建设，扩大水

蜜桃规模经营群体，为建设现代桃园打下坚实基础。

大力实施示范工程。广大农民崇尚“眼见为实”，推动“水蜜桃绿色防控与全程机械化模式”在惠山区全面推广、实现阳

山水蜜桃产业振兴，必须创造条件做好典型示范引路，大力推进多层次示范基地建设，建设运行一批区级示范基地、镇级示范

基地和村级示范基地。

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培育和支持优秀桃农适度扩大种植规模，形成 20～50 亩不等的家庭农场群体、50～100

亩不等的合作社群体，开展规模化标准化水蜜桃种植，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通过重点扶持新建桃园或者规模桃园的机械

化、省力化改造，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走出用工难、劳动强度大、效率低的困境，有效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

信心。

推进水蜜桃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运行。推进组建水蜜桃家庭农场发展服务中心，探索水蜜桃种植、植保、施肥、割草、

修剪等重体力劳动环节的“机器换人”社会化服务模式，以解决规模种桃农户、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发展现代化桃园缺资金、缺

农机、缺农机手的迫切需要，走出一条阳山水蜜桃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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