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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攀西特色水果创新团队创新思路 推动产业发展

四川攀西特色水果创新团队自 2009 年启动以来，围绕芒果、石

榴、荔枝、龙眼全产业链技术的支撑与引领，以突破产业的关键技术

难题为重点，集聚优势力量，创新思路，开展了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

集成、试验、示范、推广，推动了产业的快速发展、果农增收和产业

增效。现将 8 年来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主要工作

（一）团队建设工作及成效

1．加强组织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团队运行机制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项目依托单位、产业基地县有关部门和领导高度重视和支持团队

建设，为团队工作提供了优质的科研平台、试验示范基地、媒体宣传

资源，配备了专门研究辅助人员，为团队有效的运转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

（2）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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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团队组织机构建设，一是及时成立了团队办公室，协助首

席专家承担团队的组织管理、协调和服务等具体工作；二是增设了团

队顾问，组建了 10个岗位、77 位专家的研究团队。

（3）强化组织措施和制度建设

为完善团队组织措施和制度建设，确保团队各项工作平稳推进。

一是制定了“两会一对接”制度；二是制定了“一事一报”制度；三

是制定了团队督查制度，强化团队监督管理。

（4）积极开展团队活动

团队先后组织开展了科技抗旱、民区科技服务、田间技术培训、

学术研讨、精准扶贫、外出考察学习、继续教育高级研修班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每年活动次数达 5-6 次。通过开展团队活动，提高了团队

凝聚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专业知识技能水平和服务产业的能力。

2．加强“四新”示范推广，提升了特色水果产业效益

（1）大力选育和推广新品种，实现特色水果良种化

团队选育审定特色水果新品种 5 个，其中芒果 2个、石榴 2 个、

龙眼 1 个。针对芒果品种多而杂、成熟期过于集中，优质品种比率低

等产业问题，加大了新品种选育和推广力度。大力示范推广的优质芒

果品种凯特、吉禄、椰香、金白花、攀育 2号等，推广种植面积 15.2

万余亩，引导生产品种实现早、中、晚熟配套，推动了芒果良种品种

结构优化。针对石榴品种单一和无加工专用品种问题，大力示范推广

了优质石榴品种红玉软籽（突尼斯软籽）、紫美石榴、西昌 1号和建

水酸石榴，推广种植 5 万余亩。此外，大力示范推广荔枝龙眼新品种

红绣球、桂味、马贵荔、蜀冠等，推广种植面积 10.6 万亩。

（2）大力示范推广规范化栽培技术，产业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

针对低产劣质果园较多、山地果园土壤保水保肥性差、肥水管理

不规范，倒春寒易致落花落果、大小年结果严重，日灼果和裂果较多、

商品果率不高等问题，建立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18 个，示范推广了

低产园改造、养分综合管理、果实套袋、标准化建园、测土配方施肥、

定穴式免耕施肥、控时成熟、轮换结果、促花保果、短截花穗、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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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覆膜除草、药肥水一体、抗寒减灾救灾等技术，直接示范面积

累计 6.7 万亩，年均技术服务面积 50万亩以上。果农优质栽培技术

水平明显提高，果品外观显著改善，果品销价大幅度提高，亩增产

8%-10%，亩增收 2000 元以上，商品果率由 70%左右提高到 90%以上，

药肥水一体化技术实现节省喷药成本 56%，提高喷药防治效果 32.5%，

节省肥料成本 30%。

（3）大力示范推广绿色综合防控技术，确保特色果品安全生产

和减损增效

针对生产中存在的病虫害种类多、果农盲目用药、病虫害有效防

控效果差等问题，建立特色水果绿色综合防控技术示范基地 18 个，

监测调查病虫害种类、发生动态及防控最佳时期，大力示范推广冬季

清园、色板诱杀、性诱剂诱杀、杀虫灯诱杀、糖醋诱杀、果园生草诱

集、树干物理阻隔技术、土壤以菌治菌、生物农药果实套袋等绿色综

合防控技术措施及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的科学规范使用技术，直

接示范面积累计 6.7 万亩,年均技术服务面积 60万余亩。发放太阳能

杀虫灯 50台、频振式杀虫灯 300 台，诱杀蓟马的蓝板 10万余块、桔

小实蝇诱捕器 13450 个，桔小实蝇诱芯 25050 支，树干防护罩 5000

个，迅速、有效地控制了蓟马、介壳虫、橘小实蝇、蒂蛀虫、蝽象、

炭疽病、细菌性黑斑病、褐斑病、枯萎病等病虫害的危害，规范化防

治达 90%以上，杀虫剂用量减少 50%，杀菌剂用量减少 30%，有效地

减少了果品农药残留、环境污染，提高了果品质量和安全性。

（4）大力示范推广高效节水技术与循环农业新模式，初步实现

了特色水果产业节本增效

针对攀西地区农业可用水资源短缺、干旱严重等问题，团队于

2013 年成立芒果高效节水与循环模式关键技术研究岗位，建立高效

节水技术示范基地 3 个, 大力示范推广微喷灌、滴灌（压力补偿式滴

头）、小管出流（稳流器）和管灌这 4种高效节水方式，直接示范面

积 1000 余亩。实施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后，与传统的人工浇灌相比，

可省水 40%、省工 50%以上，每亩可增收 600 元。现已在攀枝花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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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提灌站近20多座、推广特色水果高效节水灌溉面积6.13万亩。

针对有机肥集肥困难、施用量少的问题，推广了 3种果园生态循环新

模式。示范“果园-草-畜-沼-果”循环模式 12户，平均每亩新增效

益 2600 元；示范果园生态养鸡循环模式 12户，果园养鸡面积达 200

亩，户新增纯收入 3000-7000 元/年；示范“修剪枝-菌-果”循环模

式，既增加了果园土壤有机质，每亩果园的修剪枝种植食用菌又增收

700 元。

（5）大力示范推广产后增值技术，大幅度提高了销售价格，产

业效益大大提升

针对生产销售中存在的果实不分级或只简单分级筛选、商品化处

理技术粗放不规范、贮运保鲜不规范、包装不太精美、残次果的综合

利用技术没有开展等问题，大力示范推广芒果、石榴适时采收、果品

分级、贮藏、包装和等外果深加工等产后增值技术，初步实现了果品

的优质优价，提高了产业效益。从技术未推广前果品每公斤销价只有

3-5 元，提高到每公斤销售价格 6-10 元，部分优质品种近 30元且供

不应求；指导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改进或新建冷库，采用

冷藏技术后，芒果可以贮藏 20-25 天，荔枝可贮藏 40-60 天，石榴可

贮藏 100-120 天，烂果率下降延长了特色水果的上市供应时间，提高

了销售价格，增加了效益。研究出了芒果干、芒果低糖果脯等果品加

工技术，指导企业进行芒果速冻加工，加工品已销往全国各大中城市

并开始出口韩国、日本；指导企业进行石榴浓缩汁、石榴酒、石榴果

汁等多种产品加工。等外品果的深加工技术研究和应用，既增加了果

农收益又有效保护了优质果的市场。

（6）大力推行成果转化新机制，加快了成果推广速度

在关键技术进行攻关、集成研究的基础上，优化集成建立了攀西

特色水果标准化栽培技术体系，采取“三抓三带”工作思路，构建

“三带三突破”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新机制，强化推广应用机制的创

新和运用。大力示范推广了 “专家团队+基地+示范户带对子户+捆绑

动态考核+行政组织”(福田模式)、“专家+农技推广部门+科技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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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农户”、“科技局+企业+专家大院+基地+农户”、“专家+专业合

作社+农户”、“专家+企业技术托管+农户”、“专家+农技人员+专

业合作社+辐射带动户”、“专家+企业+基地”、“专家+核心基地+

农户”、“专家+农业专合组织+基地+农户”、“专家+基层农技员+

基地”、“专家+贫困村+专业合作社+贫困户”、“专家团队+微信群

/ QQ 群+农户”等一批成果转化新机制，加强技术指导，促进成果的

快速转化。

成果转化模式“福田模式”起源于仁和区福田镇，2016 年福田

镇芒果总产量 394.73 万斤，较 2011 年总产量 60.33 万斤增加

554.28%，总产值965.26万元，较2011年总产值140.81增加585.47%。

“福田模式”破解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困难的难题，是

一个接地气的成果转化模式，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开发办的充分肯定，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进行过专门报道、外语频道将

福田模式作为中国农村精准脱贫的样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民日

报、四川日报、四川新闻网、新浪、搜狐、腾讯等媒体多次报道 “福

田模式”,湖南、贵州、云南、广西有关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多次组

织人员到攀枝花市参观学习，仅攀枝花市在贫困山区或少数民族地区

林业、果蔬、畜牧、烟草等产业发展就成功复制“福田模式”18次，

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有效推动了精准扶贫，实现了少数民族地

区共同致富。

3．加强生产应急服务，防灾减灾效果显著

团队积极主动关注特色水果生产上广发性和突发性的旱害、倒春

寒、冻害、涝害、落花落果、裂果、流行性病虫害、贮藏冷害、高效

节水系统故障等应急问题，始终保持及时、便捷、高效的应急服务响

应机制。团队及时组织专家组编印《芒果树抗寒减灾救灾技术培训手

册》、《芒果防冻技术》、《芒果抗旱应急预案与措施》、《石榴低

温冻害应急处理措施》、《石榴裂果预防及应急处理措施》、《石榴

褐斑病防治及应急处理措施》、《龙眼腐烂病的防治方法》等技术资

料，到现场调查评估灾情，及时掌握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发生情况，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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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进行技术指导服务，发放技术资料 2万余册，有效地帮助农户把

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

4．加强科技培训，不断提高果农生产技能

团队始终把提升果农和农村实用人才素质放在重要的位置，不断

加强基层农技员、农村实用人才和果农培训工作。以基层农技员知识

更新培训，深入一线开展科技活动周、农民夜校、技术扶贫、技术走

基层扶贫、田间技术指导等组织形式开展工作，深入到基地县、专业

合社、家庭农场、企业、农户等开展技术培训 1356 次，培训特色水

果从业人员 6.4 万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5.5 万余册，累计技术指导服

务面积 850 万余亩。培养出了吴明武、纳世春、李天伟等一大批芒果

石榴产业的土专家、田秀才和种植大户，重点培养了科技示范户 103

户。

5．加强技术扶贫，助推脱贫攻坚

积极响应省农业厅“万名农业科技人员进万村开展技术扶贫行

动”，切实落实市州精准扶贫行动部署，加快推进农业产业扶贫工作，

提升农业产业扶贫的技术支撑能力。团队以驻村农技员、科技特派员、

驻村工作组等形式派出团队成员到市州贫困村结对开展“一对一”

技术扶贫和脱贫攻坚工作，制定贫困村产业扶贫规划及实施方案，进

村开展技术培训，入户进行技术指导，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加快贫

困村“一村一品”产业的培育。2016 年团队联系贫困村 29个，对口

帮扶贫困户 1100 余户，到贫困村指导 303 次，开展技术培训 133 期，

培训 4500 余人次，示范芒果、石榴、荔枝、龙眼、桃、梨、樱桃、

核桃等新品种 48个、新技术 33项，积极推动贫困村开展产业扶贫，

其中 5 个联系贫困村已实现脱贫。

（二）团队绩效及产业成效

1．新品种引育、技术研究和集成

团队围绕特色水果全产业链，开展了新品引育、共性技术和关键

技术研究与集成，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科技引领。主

要开展了特色水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新品种选育、测土配方施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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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省力栽培技术、抗旱栽培技术、定穴式免耕施肥技术、果园覆盖

保水技术、太阳能有机肥发酵技术、高效节水灌溉制度模式、病虫害

绿色防控技术、芒果畸形病和橘小实蝇防控技术、荔枝控梢促花、保

花保果技术、产后商品化处理技术、残次果初加工技术、果实留树保

鲜技术、中药保鲜剂筛选、果品贮藏期病原菌鉴定研究、芒果专家系

统等技术研究，成效显著。选育出农业部十二五、十三五热带作物主

导品种 3 个和主推技术 1项，研究集成出晚熟芒果标准化种植技术、

芒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芒果产后商品化处理技术、石榴病虫害绿

色防控技术、荔枝采后管理技术，荔枝龙眼花期调控技术，芒果高效

节水灌溉制度模式等。

2．团队取得成果

8 年来团队全面完成目标任务。团队共新收集新品种、新资源 228

份；建立和完善特色水果种质资源圃 4 个；示范推广特色水果新品种

20 余个，面积 30.8 万亩；建立标准化生产核心示范基地 18 个，面

积 6.7 万亩；培育试验示范户 103 户；研究集成规范化技术 20项（均

通过鉴定），获市级以上成果奖 12项；通过省级审定新品种 5 个；

取得实用新型专利 4 项；在省级以上科技期刊发表论文 88 篇；撰写

调研报告、生产建议 29篇；生产应急服务 41次；媒体和平台宣传报

道团队工作成效 1000 余次；团队 3人晋升为正高级职称，10人晋升

为副高级职称，11人晋升为中级职称，1 人评为四川省优秀专家，5

人评为市州学术带头人。

3．产业发展成效

团队项目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攀西特色水果产业规模扩张，促进

了果农快速增收，提高了攀西特色水果产业的整体效益。2016 年，

全省芒果、石榴、荔枝、龙眼主产区种植面积发展到 129.3 万亩，总

产量达 42.8 万吨，总产值达 33.4 亿元。其中攀枝花市芒果产业由

2009 年的面积 13.5 万亩、产量 3.3 万吨、产值 1.9 亿，发展到 2016

年的面积 35.0 万亩、产量 15.0 万吨、产值 12.0 亿；凉山州会理县

石榴产业由 2009 年的面积 20.8 万亩、产量 20.6 万吨、产值 8.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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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 2016 年的面积 32.5 万亩、产量 50.0 万吨、产值 20.0 亿。泸

州荔枝、龙眼产业由 2009 年的面积 26.7 万亩、产量 4.1 万吨、产值

2.7 亿，发展到 2016 年的面积 61.8 万亩、产量 7.2 万吨、产值 13.4

亿。实现了特色水果面积、产量和产值均翻番，培育壮大了一批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造

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水果知名品牌，攀西特色水果产业已经进入质量、

数量、速度、品牌并重发展的崭新时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按照年度工作目标任务，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扎

实的成效。

（二）加快转变农业生产发展方式的研究和新模式、新技术示范，

深入推进特色水果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围绕市州精准扶贫部署安排，深入贫困村开展技术培训指

导和新品种、新材料、新技术示范推广，为产业扶贫提供科技支撑。

四川攀西特色水果创新团队

电 话: (028)84504190 邮 编: 610066

地 址: 成都市净居寺路 20号（四川省农科院信息所内）

电子信箱: scnycxtd@163.com

网 址: www.scnycxtd.com / www.四川农业创新团队.com

http://www.scnycxtd.com
http://www.四川农业创新团队.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