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上海!夏之舞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jj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A25责任编辑∶刘珍华 视觉设计∶叶 聆

2014年7月30日 星期三

十年磨砺
沪产品牌效应渐显现

时值沪产果品飘香季!预计今年上海水果产量约 !"万吨

夏已至、绿已满、花已尽、果已熟，
又到了一年中吃水果的好季节。据市绿
化市容局统计，目前，上海有经济果林
面积31.2万亩，约占全市林地面积的
1/5，其中，投产面积为29万亩，预计今
年沪产水果总量约40万吨。经济果林
作为林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市民
生活提供了优美环境，而且为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发挥了重要作用。

! ! ! ! !""!年以来，通过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建立专业果品
交易市场、组建特色果品研究所等方式，本市不断优化林果
产业布局，已形成了“一区一品”、“一镇一品”的栽培格局。
嘉定马陆的葡萄、浦东南汇的水蜜桃、松江仓桥水晶梨、青
浦枇杷、崇明柑橘已成为沪郊水果五大“拳头”产品；金山蟠
桃、奉贤黄桃和小水果等特色果品在上海市民中也有着较
为广泛的知名度。
沪产果品的注册品牌逐年增加，明星品牌不断壮大。据

市林业总站不完全统计，本市注册的果品品牌已超过 #""

个。葡萄有“马陆”牌、“传伦”牌、“管家”牌、“施泉”牌；桃子
有“南汇水蜜桃”、“皇母”蟠桃、“锦绣”黄桃；梨有“仓桥”牌、
“奉叶”牌；柑橘有“前卫”牌、“飞岛”牌等等，其中南汇水蜜
桃、仓桥水晶梨、金山蟠桃、马陆葡萄、奉贤黄桃已成为上海
名牌产品，并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品牌建设带动了本市经济果林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果

品质量提高，为市郊果农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水蜜桃、葡
萄、柑橘、梨等，由原来的论筐卖逐步过渡到有标准包装的
论盒卖，特别是随着生产标准化程度的提高，目前很多品牌
的桃子、葡萄、柑橘、生梨出现了论个、论串卖的新鲜事。

高翔伟 文 林业总站 供图

! ! ! !“与外地来沪水果相比，上海本地水果食品安全更有保
证，葡萄、桃子、梨等产品质量国内一流，同时还有一个最大
的特点就是即摘即吃的高新鲜度。”市林业总站果树管理科
负责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今年，受益于花期持续晴好天气，本市大部分果树开花

坐果情况良好，预计水果产量较去年将稳中有升。枇杷、樱
桃、油桃、蓝莓等已在五六月率先上市。七八月本市果品将
进入上市高峰，水蜜桃、蟠桃、黄桃、葡萄和蜜梨大量成熟，
是本地主栽品种品质最好的时候。九十月猕猴桃、枣、柿子
等小水果将相继成熟。$$月，崇明三岛上将是黄灿灿一片，
占林果总面积约三分之一的柑橘将大量成熟。
随着沪产果品销售渠道多元化，广大市民更直接、更方

便地品尝到新鲜的沪产水果。本市多个果园的果品已在“沃
尔玛”、“吉买盛”、“第一食品商店”等销售。部分果园尝试
“电商”路线，马陆“传伦”牌有机葡萄、金山“施泉”葡萄已在
天猫上开了旗舰店，浦东桃咏桃业专业合作社登录了 $号
店，“南汇水蜜桃”上了东方 %&，崇明春意果蔬合作社则与
易果网、美味七七网开展了合作……动动手指、点点鼠标，
新鲜、优质的沪产水果就将直接送到家。
以果园为载体的观光采摘游正在兴起。市民们可以去

绿树红花间享受采摘鲜果的乐趣，并能尝到果园里的农家
特色美食。去嘉定，可去沥江果园体验上海地区难得一见的
丘陵环境，品尝丰富的林下特色养殖产品；还可去马陆葡萄
公园，上百个品种的葡萄及葡萄汁、葡萄茶、葡萄水饺，让人
应接不暇。去金山，芳心园有大片蟠桃林，可去敏蓝蓝莓园
尝蓝莓糕，品蓝莓酱。去奉贤，可以去申亚度假农园，品尝鲜
桃、树莓、杏子、樱桃等……在果品最适合采摘的时节，大家
可以去郊区果园尽情享受饱满健康的养生之旅。

当然，百闻不如一见。'月 !日，第三届“乡土有约”活
动暨“!"$(上海夏季优质水果推介会”将在浦东新区联洋
广场举行。届时，代表上海果树生产最高水平的 !"家“安全
优质信得果园”将携手出席，水蜜桃、蟠桃、葡萄、水晶梨、蓝
莓等沪上优质果品也将悉数登场。活动现场，市民既可以免
费品尝沪郊果园的优质果品，可以以优惠的价格把中意的
水果带回家，可以向林果乡土专家咨询水果选购、保存、种
植等相关问题。活动还设置了有奖问答、文艺表演、互动游
戏等小节目，参与的市民都有机会赢取奖品。

! ! ! !迎世博期间，本市林业部门就出台了上海服务世博果
品供应基地建设标准。!"$$年，本市林业部门启动了“安全
优质信得过果园”的创建工作。目前，全市有 )(家果园被评
为“安全优质信得过果园”，栽培树种涵盖了桃、梨、葡萄、柑
橘、蓝莓、猕猴桃、枣、银杏等。市民可登录上海林业技术网
（*++,-..///01234506*073.）查询。

市林业总站果树负责人告诉笔者，“安全优质信得过果
园”的评选主要有三方面标准：首先是果园环境的安全，果
园水、土、气要达到无公害以上标准，周围一定范围内不能
有污染源。其次是生产过程要安全，对田间操作特别是投入
品的使用有严格标准，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肥料，对使
用生物农药、有机肥、套袋、物理杀虫器械给予一定的补贴。
第三是上市果品要安全，相关部门要对商品果进行农残检
测。此外，要通过测定果实外观、优质果率、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等重要指标，来确保商品果的质量。
果园安全监督员不定期进行果品安全生产、果树栽培

管理和实用技能等方面的培训，需经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
市林业总站果树负责人表示，今后“安全优质信得过果园”
出产的水果，只要用清水稍作冲洗，就能直接入口吃了。
为便于广大市民识别，本市林业部门专门为信得过果

园设计了“安全护盾”的 89:9标志，并开发了基于二维码
技术的“果品溯源系统”。出产后通过安全认证的果品，其外
包装都贴有该标志和二维码。通过二维码的扫描，消费者可
以快捷地了解果品等级、生产企业信息、种植及投入品使用
信息以及病虫害检疫情况等。今年，已累计发放二维码标签
##)万枚。

! ! ! !受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的限制，上海适生的经济果林
种类不是很多，主栽树种为柑橘、桃、葡萄和梨。就在这“小
小方寸”之间，依托科技优势，沪产水果也能“大展手脚”。
近几年，本市已先后引进林果品种 (;;多个，推广良种

(;多个。比如，葡萄的生产品种已经超过了 <;个，有夏黑、
巨峰、巨玫瑰、醉金香、美人指等等。据葡萄科学种植示范基
地负责人管华明介绍，阳光玫瑰是新引进的品种，不仅口感
好，而且耐贮运、无脱粒，采收时间还可以延迟到春节前后，
是他这个种葡萄的人也最爱吃的葡萄品种。此外，本市的桃
子也有沪油 ;$'、新凤蜜露、川中岛、锦绣黄桃、玉露蟠桃等
!;多个品种；梨也有翠冠、早生新水、圆黄等 $;多个品种。
蓝莓、樱桃、枣子、枇杷等小水果种类经过驯化试种也不断
增加，以其独特的营养价值或富有个性的外观和口感，受到
消费者和市场的欢迎，不断丰富市民的果盘子。
按照果品生产特点和区域化布局，本市相继建立了葡

萄研究所、桃研究所、柑橘研究所、梨研究所、小水果研究
所、蟠桃研究所和蓝莓研究所等 =家市级专业果树技术研
究和推广机构，成为本市林业站系统果树技术推广的有机
组成部分，开展新品种引育、技术培训、技术咨询和技术攻
关工作。同时，本市林业部门选聘了 <>名果品生产乡土专
家，确定了 #'家“上海市林果乡土专家生产示范园”，在原
来“指导果农干”的基础上再凸显“做给果农看”，更好地在
沪郊林果生产经营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为了加快先进技术的推广，本市还出台了一系列惠农

政策。自 !;;?年以来，上海把经济果林的“双增双减”和套
袋项目列入林业建设内容。对在本市果品生产上，增加商品
有机肥和无公害农药使用量、减少化肥和高度高残留农药
使用量和应用果品专用套袋的给予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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