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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乡土专家满腔热情服务沪郊广大果农

出入果园传经 引领果农致富
! ! ! !今天起，市林业总站为 !"位乡土专家的果园挂上“乡土专家示范果园”金字招
牌，!"座示范果园成为上海郊区面向广大果农全天候开放、全免费服务的“林果社
会大学”，以及上海市民采摘特色果品、享受舌尖甜蜜、体验农家生活的好去处。

!"位乡土专家摸爬滚打数十年，擅长涵盖桃、梨、葡萄和柑桔沪上四大主栽果
树的栽培、病虫害防治、果品销售和农村合作经营等技能。市林业总站将乡土专家
队伍的功能归纳为“三个一”：搭建一个平台，方便技术交流，使林果技术服务体系
更完善；构筑一座桥梁，上通下达，更好地为广大果农服务；营建一个窗口，起到科
技示范作用，!"位乡土专家就是 !"个展示沪上果品安全、先进生产的窗口。

! ! ! !今年 # 月 $% 日，独家使用原产地保护商标的南汇
&'('品牌西瓜装箱上市，并且首次在 $号店与淘宝开通网
上联销平台。从当年踩着自行车进城卖水果，到去年销售达
!%%%万元，再到今年与电商合作，何明芳!上图中间人物"，
这位从田头走来的挑担卖瓜农妇，不仅搭上了电子商务快
车，自家果园的收成节节攀升，还成了浦东优质水果网络营
销带头人，何明芳借助互联网，既用心帮衬村里镇里辛勤种
瓜却不知去哪卖的果农，又贴心服务想吃好瓜却不知到何
处买的市民。

$))"、$))&年，因乡里工厂效益不好，下岗后的何明芳
踩着自行车将自家 !亩承包地中种植的水果拿到城里去
卖，市区亲戚们也帮着买，通过口耳相传打开了南汇桃子的
市场，$))"年何明芳开始尝试团购推销。慕名而来的人多
了，何明芳开始筹划水果的包装，$))&年推出彩色品牌装，
$)))年注册了“桃咏牌”商标，(%%*年建起了 +%%亩设施果
园。何明芳的桃子开始供不应求，她便开始帮着邻居和村里
的果农一起卖，原本每斤两元都不一定能够卖得出去的水
果到了何明芳手里变成每斤 *元都在疯抢。

今年在市林业站和浦东新区农协的大力支持下，“桃
咏”终于登陆 $号店和淘宝网。何明芳说，目前每天销售
'%%到 +%%箱，网上销售在 $%%箱。有了网上销售的渠道
后，省力了很多，无需实体店的租金和人力成本，只要配备
仓储就可以了。有了网络销售的支撑，“桃咏”的实体店现在
逐渐扮演起提货点的角色。

! ! ! ! $)+'年出生的马金林!上图人物"当年在村里外号“小
赤脚”，$*岁当“赤脚医生”，现在是皇母蟠桃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负责人。对于过去，马金林有很多话想说。$*岁他做
“赤脚医生”，$)岁当兵，('岁回来后他被安排到了乡镇企
业。$)&%年马金林考了乡村医生，到卫生院当外科医生，做
的却是全科医生都要做的事。那时候积累的生理学、病理
学、诊断学、药物学知识令他后来或多或少派上了用场。年
轻时期的马金林有一点叛逆，当初被推举大队支部书记时
不愿做，到企业被任命做领导也不愿做，后来他辞职回家开
始创业，做起了“植物医生”。
从治人到治植物，马金林有一句话，“动物有感情，植物

也有感情，植物的回报就是它付出感情的程度。”
马金林刚回家承包桃园时，对种桃知识几乎空白，为了

尽快掌握种桃技能，他坚持以蟠桃为依托，以科普为引领，
一方面购买了 (%多种桃栽培书籍自学，一方面拜市果树专
家为师，并自费赴山东等地进行考察，逐步掌握了种桃理论
知识。经过了二十多年实际栽培蟠桃，马金林用自己累积的
经验和技能每年义务为桃农技术培训六次，频频为种桃户
“出诊”，为桃农解决各种桃树的疑难杂症。

吕巷镇颜圩村桃农高炳兴就曾受到马金林的指导和帮
助。当初他在山阳镇的一座高速公路天桥旁种植了 ,%亩蟠
桃，经过一年管理树势很差，却找不出原因。马金林知道后，
直奔现场查看，发现种植密度高、土壤干旱结构差影响了树
势，马上为高炳兴开出“药方”———稀植桃树 *%-，建立抗旱
设施，重施有机肥料改善土壤等。果然，高炳兴的果园连续
两年产量在原有基础上提高 !%-，亩产值接近万元。

! ! ! !从早上 *点 ''分起，金山区“葡萄大王”、市林业站特
聘的“乡土专家”卢玉金!下图中间人物"的手机就不停响
起，仅一个上午就接了 $+通电话、出了一次诊，都是村里的
果农们向他咨询果园种植的问题。现在是葡萄开花期，也是
决定葡萄收成的最关键时间节点，卢玉金说，“现在要进行
的就是主梢摘心、副梢处理的工作。”
卢玉金的手机就这样每天被前来咨询、讨教的果农长

时间“占线”，“有时手机一天要充几回电”。果农的收成，也
系在这条“葡萄热线”上，一通电话、几番耐心指点，很快就
能变成葡萄架上累累果实和果农脸上开心的笑。
曾被评为感动金山十佳好人的卢玉金秉承着“能帮助

就帮助”的原则，无论是本地的果园种植户还是从奉贤、嘉
定甚至是外地过来的果农，都手把手地指导和帮助。$))(

年从浙江农业大学毕业后，卢玉金开始从事葡萄种植，他所
创建的施泉葡萄园每年为他带来几十万的收入。几年来，他
用自己种植葡萄累积的丰富经验和知识，无偿为葡萄种植
户们提供技术支持。他最近建议果农们搭建简易的避雨大
棚，可防止雨水，并减少农药的喷洒，有利于葡萄品质提高，
成熟期可提早两到三天。
“施泉”的品质与名气为卢玉金带来了利润，也让他动

起了把“施泉”品牌拿出来共同使用的脑筋。“原本十元的葡
萄，如果用了‘施泉’就可以卖到二十元。”卢玉金专门组建
了一支“农民经纪人”队伍，以创建名牌为重点，实行统一技
术管理，统一品牌，每年不断引进国外新品种，筛选出适合
种植的品种，在合作社及周边农户中广泛推广，让他们从中
获益。目前，“施泉”品牌旗下有 $$家果园，拥有一套严格的
品牌管理机制和品质标准，每个月开一次会进行技术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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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玉金
感动金山的!葡萄大王"

马金林
为果农出诊的!小赤脚" 何明芳

搭上电商快车的女能人

没有硕士、博士等高学历头衔，没有现代化气派
的实验室，衣着朴素，一身泥土，风风火火，活跃在沪
郊各大果园……他们人人有一身真本事、一套果树
种植的独家“秘籍”和满腔服务果农的真情。在沪郊
大地，由市林业部门大红聘书任命的37位林果乡土
专家，是沪郊广大果农的技术传经人、致富贴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