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梨生
产国，从北至南几乎都有梨树
栽培，年产量仅次于苹果和柑
橘。然而，随着农村劳动力紧
缺、用工成本逐年攀升等问题
日益凸显，管理难、用工量大、
生产效率低下的传统栽培模式
越来越难以适应梨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需求。

如何实现传统栽培模式与
技术的变革，在简化栽培管理
技术、节省用工和成本的前提
下，实现梨的优质高效生产？
面对这样的瓶颈问题，国家梨
产业技术体系（以下简称梨体
系）从省力化品种、树形、技术、
机械等方面多管齐下，打出了
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好品种搭配新树形

湖北省秭归县九畹之源果
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双臂顺行
式”新型棚架梨园里，整齐地搭
着1.8米高的棚架，每棵梨树上
都仅有两个大分枝，枝头在棚架
上平行生长，一株连着一株，饱
满的果实坠在棚架下。说起这
个新奇的栽培模式，梨农们赞不
绝口。

这个新型棚架栽培技术到
底是什么来头？“简单来说，我们
就是给梨树搭起了棚架、架起了
手臂，让梨农可以像种葡萄一样
种梨。”梨体系树体管理岗位科
学家、湖北省农科院果树茶叶研
究所研究员秦仲麒介绍。

一方面，让梨树由站立生长
变成水平生长，树体整体矮小平
面化，便于管理；另一方面，通过
整形修剪，改短果枝、鸡爪枝结
果为长枝壮梢结果，让每个梨都
能受热受光、吸收营养，从而提
升品质。该新树形可降低田间

管理和生产成本50%，亩产量可
提高20%~30%，市场竞争力显
著提升。

梨体系还针对不同生态区
域的实际情况，研发出倒“个”
形、圆柱形等轻简化树形。然
而，好树形并不是孤军奋战。

“优良品种是实现梨优质
高效生产的基础。‘良种良法’
配套，优良品种才能充分发挥
其优良性状，先进的技术亦能
实现最好的效果。”梨体系种质
资源收集与评价岗位科学家、
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
曹玉芬介绍。

近10年来，梨体系在全国4
个梨主产区及4个梨优势产区
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梨品种的评
价与筛选工作，累计评价了261
个品种共计600余份样品材料，
综合筛选出各产区最适宜省力
化栽培的梨品种22个，为实现
梨省力化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液体授粉显身手

库尔勒香梨是新疆极具特
色的名优果品，但由于其自花授
粉结实率仅为5‰左右，长期以
来，在花期进行人工辅助授粉是
香梨生产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工人在枝梢一朵花一朵花挨个
点授，不仅操作不便、工作量极
大，还易出现授粉不均匀造成的
果形不端正现象。

梨体系首席科学家、南京
农业大学教授张绍铃介绍：“我
们围绕梨授粉生物学研究，开
展了大量实验研究和田间试
验，提出了一套梨树液体授粉
新技术。该技术比常规人工点
授效率提高36倍，还解决了常
规果树液体授粉中花粉不能均
匀溶于水、花粉溶胀死亡、花粉

容易黏附容器壁、花粉堵塞喷
头以及喷粉不均造成授粉效果
差等问题。”

说到梨树液体授粉技术，库
尔勒市包头湖农场果农谭川江
激动地说：“现在给梨树授粉再
也不发愁了！”自家梨园应用该
技术后，当年亩产就较上一年几
乎翻了一番，且坐果均匀、果形
端正。

据调查，在新疆地区应用该
技术后，梨园授粉用工减少90%
以上，仅在库尔勒市、轮台县、尉
犁县等地区每年节省授粉人工
费用就达数百万元；花粉用量也
比传统授粉方法节约一半以上，
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
生产成本。

同时，梨园的平均坐果率和
脱萼率分别达40%和65%以上；
销售价格比一般人工授粉园生
产的梨高出约1元/公斤，经济
效益显著。目前该技术已在全
国梨产区推广应用。

一年只打“三次药”

一入秋，北京市房山区三仁
黄金梨园的梨树就“穿”上了一
截20厘米左右的瓦楞纸，看上
去仿佛一件短棉袄。“这里面可
大有玄机。”梨体系生物防治与
综合防控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
大学教授刘奇志笑着说。她用
小刀轻轻划开捆绑用的胶带，小
心翼翼地剥开瓦楞纸，里面竟然
密密麻麻爬满了小虫，“这都是
梨木虱”。

刘奇志解释道，“北方的冬
天天寒地冻，梨木虱、康氏粉蚧、
黄粉蚜等害虫纷纷‘下树’寻找
越冬的‘庇护所’。这些围绑在
枝干上的瓦楞纸构造了一个温
暖舒适的安乐窝，很容易引得害

虫们纷纷入住，这时候我们就能
将其一网打尽。”

绑缚瓦楞纸只是梨园“三次
药”轻简化病虫害防控技术的辅
助措施之一。据了解，我国传统
梨园一年通常需要打7~10次农
药；病虫害发生严重的果园，从
5月至果实采收前，几乎每周都
要喷施一次化学农药。这不仅
污染了环境，耗费人力、物力，还
会使病虫产生抗药性，越来越难
以控制。

梨体系的这项新技术是基
于我国北方梨园病虫害发生
规律及其特点提出的，在梨树
病虫害防控的3个关键时期各
进行一次化学农药防控，结合
梨园自然生草、树干绑瓦楞
纸、盛花期悬挂黄色诱虫板等
措施，对梨园主要病虫害的防
控效果毫不逊色于常规打药
梨园，增加了天敌数量，用药
次数和用药量减少 2/3，大大
减少了梨园用工和环境污染，
显著提高了果实的产量、品质
和安全性。

全程机械化崭露头角

梨树盛花期，湖北省利川市
南坪乡营上梨园基地上空，3台
无人机载着现场配制的授粉液，
正在为千亩梨树实施液体授
粉。“这个东西确实要得。它干
一分钟，相当于我一天的工作
量。”现场观摩的梨农洪胜为这
个新“玩意儿”点赞。

梨体系树体管理机械化岗
位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何雄奎介绍，利用无人机搭载
液体授粉技术，完成一亩梨园
的授粉只需2~4分钟，一台无
人机一天至少可以完成100亩
梨树的授粉工作，大大节省了

劳动力投入。
省力化、机械化是梨产业发

展的必然趋势。梨体系机械化
研究室主任、果园耕作机械化岗
位科学家，江苏省农科院研究员
常有宏介绍，近年来梨体系取得
了系列化果园风送喷雾机、集机
电液控技术的果园多功能运载
平台、果园自动避障割草机、疏
花疏果器等标志性成果；建立了
对应的标准化作业规范和技术
规程，实现了梨园全程机械化关
键技术装备集成，构建了梨园全
程机械化技术体系。

虽然梨园全程机械化体系
已初露头角，但梨体系的研究仍
未止步。常有宏表示：“市场上
的进口机械大多数并不适用于
我国传统梨园，成本也是很多农
户难以承担的，因此我们还在继
续努力研发更多轻便、低成本，
无论新型还是传统栽培模式都
适用的梨园装备。”

近年来，梨体系的省力化
栽培模式、配套技术与机械已
在全国落地开花。“省力化栽培
是实现我国梨产业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对于
梨产业省力化的未来，张绍铃
满怀信心。

“今后梨体系还将继续围绕
省力化栽培模式以及轻简化整
形修剪、花果管理、肥水管理、病
虫害防控等新技术开展深入研
究，并继续评价、筛选适宜轻简
化栽培的新品种，开发研制出新
型梨园机械装备，进一步降低梨
园管理的难度，减少用工，逐步
推进我国梨园生产机械化和数
字化，最终形成增产增效并重、
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
生产生态协调的新型梨产业发
展模式。”他说。

（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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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餐桌 缺少品牌产品是硬伤
不少老年人反映，为老年餐

桌供餐的“中央厨房”应当开发
更多适合老年人，特别是老年病
人的菜谱，比如适合“三高”人群
的菜谱等。

十几元解决两顿饭

“空巢”、独居老人吃饭难的
问题早就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
注。老年餐桌、老年餐厅、老年
食堂等以老年人为目标消费群
体的餐饮业态，问世已有两年
多。如今，这种就餐方式的现状
又是怎样呢？

记者近日在北京市定安东
里东铁匠营街道看到，不时有老
年人在有“北京菜篮子直配”标
识的老年餐桌宣传海报前驻足

观望，但真正进去就餐的似乎并
不多。

据了解，早在2009年，北京
市就已启动老年餐桌建设。当
年开办的老年餐桌一度达到
4500多家，到2010年就覆盖了
2600多个社区。开办老年餐桌
还可以获得政府补贴。然而，数
据显示，十年过去，老年餐桌已
消失近半，仍在营业的现状也是
“冷热不均”——有的门庭若市，
有的门可罗雀。

据东铁匠营街道老年餐桌
工作人员介绍，其就餐点就在
社区，主要是满足附近老年消
费者的用餐需求。“有的老人独
居，或者行动不便，没办法自己
做饭，老年餐桌恰好能满足他
们的需求。”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我们周一到周五提供用餐
服务，菜品清淡、易嚼，适合老
年人的口味。”

不过，记者发现，仅从菜谱
来看，比如宫保鸡丁、干烧鱼块、
清炒空心菜等，都是普通餐厅的
常见菜，似乎并没有多少“老年
特色”。

定安东里孙大爷告诉记者，
他在老年餐桌吃过饭，味道似乎
清淡一些，不是很油腻，也不会
太咸，只是菜谱还是单调了一
些。“价钱比普通餐厅实惠，量也
足，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一般就
吃一半，另一半打包留着晚上
吃，十几块钱够吃两顿了。”孙大
爷说，“夏天到了，要是再能搭配
点水果就更好了。我自己一个
人，买半个西瓜三天都吃不完，

要是能在老年餐桌吃饭时顺便
吃几口西瓜就好了。”

缺少专业供应商是硬伤

记者走访了北京几家老年
餐桌发现，在老年消费群体的就
餐需求中，价格还不是排在第一
位的，对他们来说，能吃、好吃才
是关键。“比如他们炒芹菜，都切
片儿，像我这样这牙口不好的，
只能吃切成末的。还有胡萝卜
这样比较硬的菜，得先煮了再
炒，老年人才好嚼。”家住丰台区
刘家窑的一位大妈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老年餐桌的
配餐供应商一般是具有老年护
理服务经验的餐饮供应商，也
有不少普通餐饮供应商，如永

和大王等。另外还有“街道+企
业”的合作模式。比如北京很
多街道与不同公司达成合作协
议，企业按照“以需定供”的原
则为社区养老驿站提供搭配合
理、营养充分的集中配送餐服
务，最终形成“中央厨房+社区
养老驿站+就餐、配餐、送餐”的
服务模式。“中央厨房”有自己
的化验中心，可以对食品原料、
半成品、成品进行微生物、农药
残留等理化指标的检验，可满
足卫生安全检测需求。

但不少老年人反映，为老年
餐桌供餐的“中央厨房”应当开
发更多适合老年人、特别是老年
病人的菜谱，比如适合“三高”人
群的菜谱等。

（消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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