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年努力只为一棵葡萄苗

没人能想到， 陈敏儒能将不起眼的

家庭育苗“作坊”，变成了如今远近闻名

的葡萄种苗合作社，20 亩、300 亩……规

模不断扩大，效益持续提升。“年轻人就

应该放开眼界，去外面多学习、多实践，

才能真正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 ”陈敏

儒说。

近日，在位于陕西杨凌的金园葡萄

专业合作社，修苗、检苗、装车……合

作社一派忙碌景象。 合作社负责人陈敏

儒也不例外，正在大棚内查看葡萄扦插

苗的长势。

自从父亲手中接过葡萄育苗“衣

钵”，在“三农”这条道路上，陈敏儒一走

便是 10 多年。 为了学习新型农业技术，

2012 年，23 岁的陈敏儒辞去西安的工

作，去往宝鸡开始涉足农业，从事苗木

销售工作，每年的销售额有 10 多万元。

为了学到更多的农 业 知 识 ，2014

年，陈敏儒每个月外出两趟，跑遍全国

各地参加涉农展会，深入地学习农业新

技术、新模式，不断开阔自己的眼界。

凭着对“三农”事业的执着，2015 年

陈敏儒正式回到杨凌开启了葡萄育苗

事业，他用学到的新思想、新技术、新模

式从事新的育苗事业。 陈敏儒认为，老

一辈育苗是等着客商来收，所有育苗操

作全靠人工完成，新时代就应该采用最

好的机械化操作， 更多地与市场对接，

要用高品质的种苗赢得客户的信赖。

自此， 陈敏儒一边研发新型工具，

一边学习新知识，从曾经的打工者蜕变

成了一名创业新农人。 陈敏儒有着强烈

的求知欲，自从接手葡萄育苗事业，2016

年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习了葡萄种

植技术，2023 年又参加全国“头雁”项目

培 训 ， 进 一 步 学 习 到 了 新 知 识 和

新 理 念。

“合作社每年育苗 200 万株，包含了

阳光玫瑰、 户太等 30 多个葡萄品种，主

要销往陕西、西藏、四川、山东等全国各

地。 ”陈敏儒介绍。

最让陈敏儒感到自豪的是， 春节前

不久，西藏一家企业采购了 28 万株葡萄

种苗。 据了解，凭借纯度高、品质好的优

势，每年西藏地区都会大量采购葡萄种

苗，10 余年来， 总共采购超过了 300 万

株。 如今，杨凌的葡萄种苗适应了青藏

高原上的气候条件，也为当地葡萄产业

发展奠定了根基。“我也经常去西藏，为

当地葡萄产业发展进行技术指导。 ”陈

敏儒说。

“为葡萄产业的发展壮大， 专心干

一件事，让更多的地区能种植上高品质

的葡萄，这是我的梦想。 ”陈敏儒说。

（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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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黄金果”

助推樱桃产业升级

山东是大樱桃主产区， 全省樱桃种植面积

超 150 万亩。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大樱桃种植面

积的不断扩大，品种老化、管理粗放等问题逐渐

显现。 果品质量良莠不齐，同时受成熟期集中的

影响，市场价格波动大，收益明显减少。 面对现

状， 需要以先进科技成果的创新应用加快推动

产业提质增效。

在首席专家刘庆忠研究员的带领下，山东省

果树研究所果树种质资源保存与创新利用团队

通过多年努力，选育出黄色甜樱桃新品种鲁樱 5

号。 该品种原代号叫前寨北 1-5， 母树最早于

2005 年春定植在肥城安驾庄镇前寨子村， 作为

黄色大果优系被选出后开始进行区试。 仅在品

种选育期间， 新品种的丰产性与良果率就令果

农满意，因此给新品种取了小名———“辉煌”，鲁

樱 5 号也称为辉煌 1-5。 2022 年，该品种通过山

东省林木品种委员会审定。

鲁樱 5 号填补了设施樱桃黄色主栽品种的

市场空白。 团队成员副研究员王甲威介绍：“在

鲁樱 5 号培育出来前，虽有黄红色樱桃，但品种

缺点十分突出：红蜜、雷尼是软果，不耐贮存，无

法长途运输；红南阳虽是硬果，但丰产性差，且

成熟期晚，果农种植效益低，都不适宜市场化栽

培。 而鲁樱 5 号果个大，露天栽种平均单果重为

13.3 克，最大单果重 17.5 克，设施栽培最大单果

重可超过 27 克； 同时果肉硬耐储运， 综合性状

在黄红色品种里非常突出。 ”

鲁樱 5 号单果品质高， 可溶性固形物（糖

度）一般在 17.4%左右，售价相较于同规格普通

品种能高出 30%-50%，适合设施栽培。而传统设

施樱桃栽培投资大， 栽种后需等待数年才能结

果。 为此，团队成员配套研发了设施甜樱桃矮砧

密植专用树形，采用了限根密植栽培技术。 鲁樱

5 号嫁接矮化砧木后，可实现当年定植、当年成

花、 当年产生收益， 与设施的主栽品种美早搭

配，能满足消费者对设施樱桃差异化的需求。

在泰安市徂汶新区徂徕镇李家峪村，泰安金

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应用“甜樱桃鲁樱 5

超高密限根设施栽培技术”，实现了当年种植当

年结果，盛果期提前两三年，种植第二年亩产达

1448 斤。 在济南市章丘区刁镇李家村，通过应用

“甜樱桃鲁樱 5 号设施轻简化栽培技术”，6 年生

的鲁樱 5 号亩产达到了 3498 斤， 亩均效益超过

15 万元。

截至目前，鲁樱 5 号已成为山东省樱桃育苗

的主要品种， 新品种和配套设施栽培技术在潍

坊、日照、临沂、淄博、青岛、济南等地进行推广

应用，栽种面积已接近 1 万亩。 现如今鲁樱 5 号

的繁育权已经实行了授权，授权合同总价值 500

万元。 据推算，若进行大面积推广，鲁樱 5 号在

山东的种植面积可达 10 万亩， 预计经济效益可

达 20 亿元。

一颗“黄金果”引领了果农樱桃种植观念的

转变， 有力地助推了山东省樱桃产业的转型升

级。 2024 年 12 月，山东省果树研究所果树种质

资源保存与创新利用团队的科技提质增效模式

入选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助力乡村振兴“精致化”

典型案例。

对于今后樱桃品种创新， 王甲威说：“针对

露地栽培，团队将开发早熟、硬肉、低酸含量品

种；面向设施种植，团队主要进行低需冷量品种

选育。 通过种质创新，推动省内樱桃产业高质量

发展，让更多果农实现增收致富。 ” （安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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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 在寿光市仁禾种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禾

种业公司）的新品种试验大棚内，

新一茬黄瓜开始上市。 这种黄瓜

比市面上常见的水果黄瓜长10多

厘米，接近刺黄瓜的长度，但表面

却光滑无刺。据介绍，这是该企业

培育的无刺水果黄瓜新品种。

30多年前， 寿光建起了全国

最早的冬暖式大棚， 成为中国设

施农业的发源地。 当年第一批大

棚种植的正是黄瓜，时至今日，黄

瓜仍然是当地设施蔬菜的当家品

种之一。近年来，当地黄瓜新品种

不断上新， 成为当地蔬菜种业振

兴的见证。

“洋种子”价高投入大

企业自主研发新品种

仁禾种业公司总经理张乐

涛， 涉足蔬菜种业已经 20多年。

最初，他是在当地销售蔬菜种子，

“当时，设施蔬菜起步不久，国产

品种研发跟不上， 只能买国外的

种子。国外的种子质量确实好些，

但是价格高， 是国内种子的好几

倍。 ”

面对高价进口蔬菜品种，很

多时候，菜农不得不接受。

“如果咱自己育种，不仅了解

寿光菜农的种植习惯， 也清楚消

费者的喜好，把这些结合起来，培

育的新品种一定受市场欢迎。”从

2017年起，仁禾种业公司开始联

合国内相关科研单位， 自主研发

黄瓜新品种。

据张乐涛介绍，多年来，企业

一直定位水果黄瓜研发。 一方面，

寿光是国内最大的水果黄瓜集中

产区，产业集中度高，代表了国内

最高生产水平；另一方面，随着消

费者健康意识提高，水果黄瓜市场

销量越来越大，市场前景广阔。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企业研发

的“托尼”系列水果黄瓜逐渐打开

市场， 获得菜农认可。 2024年，单

一品种的推广面积超过1万亩。

据了解，传统的水果黄瓜长度

在15厘米左右，仁禾种业公司培育

的新品种达到25厘米以上，这有效

保证了种植产量。 同时，新品种抗

病性较强，口感爽脆，瓜味清香，适

合直接生食或凉拌，在口感和品质

上也有优势。

如今，仁禾种业公司的育种团

队有30多人，还在海南建立了育种

基地，公司通过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的品种达到10个。

“国字号”科技机构落户

培育功能型品种

随着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人们

对黄瓜的品质、口感、营养价值要

求越来越高，这也倒逼育种者持续

创新升级黄瓜品种。

2024年以来，一种具有减肥功

效的黄瓜在寿光逐渐叫响。 这是全

国首款功能型黄瓜，具有降糖减脂

的功效。 这个品种是中国农科院寿

光蔬菜研发中心采用最先进的智

能分子设计育种技术选育出的新

品种。

据中国农科院寿光蔬菜研发

中心研究员魏倩介绍，经过多方检

测，这个品种的黄瓜丙醇二酸含量

是普通黄瓜的8-10倍。 丙醇二酸

是一种小分子酸，主要存在于黄瓜

果皮和果肉里，可以抑制进入人体

的糖分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的堆

积，从而达到减脂美容、降低胆固

醇等功效。去年开始，这种“减脂黄

瓜” 在寿光市稻田镇等地种植，售

价比普通水果黄瓜高出近一倍。

中国农科院寿光蔬菜研发中

心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与寿

光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国家级

蔬菜科技研发平台。 近年来，研发

中心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共建

国家级产地蔬菜科技研发平台，促

进创新资源向县域集聚，初步探索

了院地科技深度合作机制，研发中

心先后落地实施了 30余项省部级

以上科研项目。

应用“种苗大脑”

实现智能化育苗

传统农业往往是“靠天吃饭”，

蔬菜生产也不例外，尤其是蔬菜育

苗环节，如果温度、湿度控制不当，

极容易影响蔬菜产量和质量。

如今，走进寿光市稻田镇的海

而思（山东）种苗有限公司数字化

种苗车间， 数字大屏上， 温度、湿

度、光照强度、二氧化碳浓度等数

据一一显示，一旦棚内湿度等指标

达到预设参数值，“种苗大脑”会自

动发出指令，自动进入运转状态。

据了解，“种苗大脑”由海而思

（山东）种苗公司建设，项目总占地

约100亩， 计划总投资 2500万元。

通过建设种苗智能化控制中心，综

合统计分析种苗生长、 环境等数

据， 配合数据积累和迭代升级，可

逐步实现智能化育苗。

这种智能化育苗工厂，融合了

植物工厂、立体化育苗工厂 、作物

株间补光等多种先进技术，较之以

往的传统育苗， 能耗降低 35%至

40%，生产效率提高30%-35%。

记者从寿光市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近年来，寿光深入实施蔬菜

种子工程攻坚行动， 前端抓育种，

中端抓繁育，后端抓推广 ，全力打

造“中国蔬菜种业硅谷”，当地已培

育7家种业龙头企业， 自主研发蔬

菜品种205个， 占全省1/2左右，种

苗年繁育能力18亿株， 占全省1/4

左右。 寿光市国产蔬菜种子市场占

有率已由 2010年的 54%提升到现

在的 70%以上，其中黄瓜 、丝瓜等

作物国产种子市场占有率达 90%

以上。 （李伟）

在山东寿光

蔬菜种子七成以上是国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