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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一旦采用

即付稿酬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点题!报料邮箱"!""#$%!&'()*!()+

企业出!高价"催生科研成果走向市场

农科院好西瓜终于“呱呱落地”

又到吃瓜好时节，水果摊主
们纷纷挂出年年都用的金招牌
“8424”。难道上海找不到其他
市民爱吃的好西瓜了？检索科研
论文库的“西瓜”关键词，却发现
一只只新品种压着箱底，一个个
新项目层出不穷：名字好听、瓜
形漂亮、口味纯正的好西瓜多得
很，专家给的评分个个“优秀”。

市民不得不感叹，科研论文
里的好西瓜和买得到的好西瓜
之间，怎么距离这么遥远啊。今年
夏天，“好论文”和好西瓜之间的
遥远距离，有望被一只叫作“双色
冰淇淋”的上海西瓜扭转。

#双色冰淇淋$西瓜剖面

养在#深闺$!"多年

吃过冰淇淋，吃过西瓜，绝对没
有吃过冰淇淋西瓜，更没有听说过
“双色冰淇淋”西瓜吧？昨天，记者在
市农科院发现，一种名叫“双色冰淇
淋”的西瓜新品种被市场相中———
企业出高价“抢购”品种权，成为上
海又一个成功转让的农产品新品
种。今夏，这种红黄相间的西瓜新品
种将批量上市，给年年只见 !"#"的
上海“西瓜季”中，带来不一样的吃
瓜“新体验”。
表皮翠绿，切开后红黄镶嵌，吃

一口酥爽可口，西瓜味醇正清甜，美
其名曰“双色冰淇淋”。别看它名字
新奇，瓜瓤别致，口味难得，百姓水
果摊上从未谋面，却不是一只真正
的新西瓜。在市农科院研究员顾卫
红手里，它被足足孕育了 #$多年。
“双色冰淇淋”是上世纪 %$年

代由顾卫红培育的特色西瓜新品
种。当时，上海刚从新疆引进 !"#"

西瓜，很快获得市场的认可。“上海
是一座国际大都市，人口多元，对西
瓜产品的消费需求也多种多样。
!"#"虽然火，但品种糖分偏高，爽

口性不足，无法满足大都市崇尚健
康的饮食需求。”她希望培育出个性
化的健康西瓜。
历经十余年的努力，顾卫红终

于选育出口感风味和瓤色独绝的西
瓜新品种“双色冰淇淋”。新品种的
瓤色犹如冰淇淋的奶黄，镶嵌若隐
若现的淡淡粉红，其肉质细嫩松脆
多汁，甜度适中。双色会随外界气温
的变化而变化，口感则随气温的升
高愈加爽口多汁，入口即化，尝过的
人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的！
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很多人

以为好西瓜自然不愁有市场，现实
却不是这么回事。“之前零零星星有
上市，但都是小范围种植，大规模成
果转化一直难以突破。”顾卫红曾多
次尝试推动“双色冰淇淋”成果大批
量转化，但收效甚微。好品种获得了
不少奖项，却难以“转化”为市民买
得到的好水果。

成果转化#拦路虎$

顾卫红很清楚，农业科研成果
转化是主要“拦路虎”，新品种需要
新的种植技术，种惯了“老西瓜”的
农户，几乎没人愿意去尝新。“双色

冰淇淋”口感好，来自于不用化肥和
农药，要靠严格的田间管理保证品
质和产量。”顾卫红说，高品质水果
依靠优质的栽培种植，这对传统粗
放的西瓜种植户来讲，是全新的考
验和风险。

新鲜、特色、优质的水果，通常
十分“娇贵”，对栽培环境、土壤质量
及水肥管理的要求非常高。光有种
子，没有优越的栽培环境、适宜的土
壤及配套的栽培技术，同样种不出
好吃的西瓜。特别是“双色冰淇淋”
的果皮较脆，既不能用坐果灵，更不
能用膨大剂，只要用了就容易炸瓜，
大大影响西瓜产量；传花授粉必须
人工或蜜蜂，果实才能正常膨大，表
现出独特的黑籽和双色。而且，每年
只能种植一季，采收一茬瓜。
苛刻的栽培技术，先期高昂的

生产成本，普通瓜农怕技术掌握不
好，更担心上市后能否优质优价，大
投入难保赚大钱。因此，瓜是好瓜，
业界早已认可———#$$& 年就拿到
了新品种审定权，早有资格大规模
推广。可农户不积极，种植面积上不
去，再好的品种也只是收获一篇篇
论文、一次次专家验收、一张张国家
证书，大众消费者吃不到。

好吃好种 企业#架桥$

农民要好种，市民要好吃。可是
好种的，田间少不了农药化肥杀虫
剂，未必真好吃；好吃的，农民要么
不爱种，要么不会种。两者之间巨大
的断层，只能靠企业来“架桥”。
去年 !月份，一家有志于现代

农业的大企业找到顾卫红，想要购
买“双色冰淇淋”的品种权。企业凭
借全新的种植理念，规模投入和国
际化的市场目标打动了课题组。可
这项最初国家投入 &万元，持续研
发 #$多年的科技成果，到底该卖多
少钱呢？
专家组层层审议，第三方机构

外来评估。开始，评估的价格过高，
高于企业预期投入，让人望而却步；
可是，每一位参与估价者，又都不愿
意“降价”，怕被追究“贱卖国有资
产”。眼瞅着定价“拉锯战”僵持不
下，“双色冰淇淋”即将错失市场良
机，顾卫红心疼难得的“好西瓜”，不
想它总离百姓很遥远。最终，她在转
让协议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一
肩挑”起成果转让过程中以及以后
可能发生的任何风险和责任。

“毕竟，这个品种已经 #$年，再
不转化就没有生命力了。此前，一次
次由研发人员主导的成果转化，都
没有成功；而农产品新品种若不能
走向菜场超市，只是止于论文或实
验室，不也是对国家投入的一种浪
费嘛。”

定制成果转化方案

随着一次性全部转让品种权，
企业为“双色冰淇淋”量身定做了一
整套市场化的成果转化方案，从产
地选择、种植农户的筛选培训、产品
质量标准的制定、全程质量追溯系
统的建立及包装、运输等全程产业
链，进行了全面的整合和完善，首次
实现了“双色冰淇淋”西瓜的标准化
和规范化生产。未来 &年，课题组还
有责任持续跟踪大规模栽培、市场
推广中，“双色冰淇淋”可能遭遇的
各种“水土不服”，随时提供技术解
决方案。
完成成果转化的“双色冰淇淋”

西瓜近期将小批量上市，第一批预
计有 '$$$只瓜投放市场，整个生长
季约有 !万只标准“双色冰淇淋”西
瓜投放市场，仅能满足 #(的市场
需求。为了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企业计划明年进一步扩大产地规
模，计划在全国范围选择最佳的产
地环境分期播种，分期上市，以延长
产品的供应期，逐步实现产品的周
年化供应，让更多人可以吃到这个
口感风味独特的西瓜产品。
在此过程中，企业还通过“标准

化种植协议”和“达标收购协议”，保
证种植户会种、爱种高品质西瓜。前
者从瓜苗开始，详细规定了每一步
栽培需符合的绿色规范，例如必须
使用有机肥或复合肥，不得使用化
肥农药；必须人工授粉，不能使用坐
果灵等；后者则是只要符合标准化
流程种植的西瓜，全部优价收购，万
一遭遇灾害颗粒无收，农户的所有
投入由企业承担。
“这就使得农民真正进入了优

质农产品‘品质种植、优质优价’的
良性循环，有助于未来‘冰淇淋’品
牌西瓜参与国际竞争，让中国的优
质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席之
地。”顾卫红说。

本报记者 马亚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