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陆葡萄，种出甜蜜致富路
30 多年前，在嘉定新

城（马陆镇）大裕村，村民
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水平也只在温饱线上；如今，马陆
葡萄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还有更多文旅元素嵌入其中，
村民们走上了一条甜蜜的小康之路。今年57岁的我，也是
马陆葡萄发展的受益者，从一个地地道道的“泥腿子”农民，
到种出上海市葡萄十大品牌、种出万元葡萄树，我带领乡亲
们一起走上了致富路。

口述/管华明，上海农家苑葡萄有限公司董事长

整理/刘静娴 胡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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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技术的更新换代让马陆葡萄品质得到提升

计划经济时期，上海果树种植面

积约 2 万亩，嘉定的面积在全市占比

最少，只有 700 多亩，主要分布在城

西、唐行、徐行、黄渡、朱桥等公社。上

世纪 70 年代，机缘巧合之下，嘉定的

农业技术人员得到了两株巨峰葡萄种

条，开始尝试引种巨峰葡萄。

唐行公社果园便是最早引种的果

园之一。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和培育，

1980 年，唐行公社果园共种植 5.5 亩

巨峰葡萄，平均亩产达到了 2604 公

斤。这一突破性的数字，立即轰动了上

海果树界，每天都有成批的同行来嘉

定参观交流。嘉定农业局林果站也十

分重视，1982 年开始，巨峰葡萄在林

果站的支持下，逐步扩大面积、多点种

植。到了 1985 年，嘉定调整农业种植

结构，决定缩减2万亩棉花种植面积，

用来扩种巨峰葡萄。到 1987 年，巨峰

葡萄种植面积已达2万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6 年 9

月，当时只有23岁的我响应马陆乡政

府发展特色农业的号召，毅然放弃了

拖拉机手岗位，带着仅有的3000元家

当，并向农村信用社贷款了 7000 元，

凑齐1万元后承包了10亩土地，开启

了种葡萄之路。其实，这在当时可以算

十分大胆和冒险的举动了。因为那时

候一个人一年工资是 500 元左右，

7000元相当于一个人10多年的收入。

我清楚地记得，我在申请贷款时，一位

农村信用社的负责人担忧地问我：“这

7000元你到时候能还得出吗？”

时间给出了答案。那时的我虽然

对种植葡萄一窍不通，手上的钱也有

限，但好在马陆乡政府对我们这些葡

萄种植户十分支持，专门成立了果蔬

果品服务公司，帮助我们一点点掌握

葡萄栽培技术。第二年，这 10 亩地产

出的葡萄，就卖了19000多元。拿着这

些钱，我都吓呆了，怎么自己就突然成

“万元户”了？那时候，一户人家一年总

收入超过一万就是万元户，相当不得

了。1988年，我就还清贷款，收回了成

本。1989 年，还盈利了 2.6 万元，为我

这个年轻的三口之家带来了巨大的希

望。从那时起，我便下定决心，要在种

葡萄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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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葡萄成“万元户”

在许多人的脑海里，农民是“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

主要靠力气干活的劳动力。在我看来，

搞好农业，不仅要会种、懂技术，还要

会营销、能经营，再要会管人、懂管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连串的荣

誉证明了这样的农业发展理念行得

通、走得远。2006年，我注册了“管家”

牌商标；2008 年，企业获嘉定区小巨

人企业荣誉称号；2010 年，“管家”葡

萄通过“绿色食品”认证；2014 年，管

家葡萄园成为“上海市葡萄标准园”；

2015 年，创建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四星级”景点；2015 年和 2016

年，管家葡萄专业合作社又分别被认

定为国家级和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

示范社”；2019年，企业实现总产值近

1000万元。

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大家的努力，

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这片土地的馈

赠。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

红春满园”，在奔小康的道路上，不仅

要鼓起自己的钱袋子，还要发挥一技

之长，带动农民共同致富。

近年来，我通过上门、微信、视频

等多种方式，无偿为周边农户及外省

市农业基地提供技术服务，目前已在

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江西、广东、广

西等地区创建葡萄种植示范点16个，

推广葡萄面积3500亩，引导360余户

农民走上了致富路。与此同时，全国各

地到我们企业和基地参观的人也络绎

不绝，我们既交流分享了种植经验，也

打响了马陆葡萄品牌。今年，在疫情之

下，我还化身网络主播，直播卖起了马

陆葡萄，与大家一起攻坚克难。我想，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要每个人努力，

小康梦想就一定会实现。

带动农民共同致富

■ 上海区报优秀品牌

种植葡萄虽带来了甜头，但由于

当时技术不够成熟、缺乏经验，葡萄又

是露天种植，充满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1991 年开始，我陆续到松江、青浦等

地种过葡萄，在此期间积累了许多关

于葡萄种植的知识和经验。1998 年，

我又回到马陆北管村。

那时，大棚种植技术开始应用，我

就义无反顾地投资盖起了大棚，让自

家葡萄种植进入了新模式。与此同时，

我们还“进化”了种植方式，变篱架式

种植为平棚式种植。原先，篱架种植葡

萄弊病不少，由于树势不平衡，往往生

长在上面的枝芽能吸收到阳光，而下

面的部分则会缺少光照，上下果实成

熟的时间、着色都会有差异。而平棚种

植则让葡萄藤以平铺方式生长在葡萄

架上，这样一来全部的叶子都能均匀

接受光照，保证了植物经光合作用后

能获得充足的养分。

2003年，听闻政府要打造马陆葡

萄核心区，我就将生产基地迁至如今

的地方——大裕村半巷路 1 号，注册

成立了上海农家苑葡萄有限公司。我

刚到这儿时，葡萄卖12元1公斤，2010

年卖40元1公斤，现在每公斤至少要

卖 50 元。分析其中原因，除了大家生

活品质好了、消费能力上去外，归根结

底，就是葡萄的品质上去了。

葡萄品质的提升，离不开种植技

术的更新换代。这些年来，在上海交大

王世平教授、嘉定巨峰葡萄引种人金

友祥等农技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在栽

培理念上向传统葡萄种植模式发起了

挑战，积极探索集“园貌花园化、作业

休闲化、资源节约化、产品优质化”于

一体的葡萄种植模式，打造园林式的

现代葡萄产业园。同时，不断加大生产

设施建设投入，把每年60%的葡萄销

售收入用来改造、新建连栋大棚和配

套设施，全面推广“高杆、稀植和平棚

架”的园林式栽培模式 ，根据不同葡

萄品种特性，每亩种植数从传统的

170棵减少至30-40棵，有力地提升了

葡萄品质。

“万元葡萄树”是稀植的有益尝

试，我在9亩连栋大棚里，每亩地种植

7棵葡萄树，每棵葡萄占地面积97平

方米，每棵挂葡萄360串。按照当时每

串卖30元的市场价来计算，一棵葡萄

树产值过万元，是普通种植方式的50

倍。与此同时，在种植过程中，节水率、

节肥率降省50%以上；劳动力也大幅

节省，过去一亩地要管理培育 200 多

棵葡萄树，现在只需管好 7 个葡萄根

就成，而且由于葡萄藤呈工整的“王”

字型分布，工人们在整枝或修剪时可

以快速进行；“节地”优势也很明显，每

株葡萄树根部占地不足 2 平方米，土

地使用率只有2%，因此一眼看过去整

个大棚空间十分开阔。在此基础上，葡

萄藤下的复合种养也成为可能。

搞农业是靠天吃饭，气候、温度、

光照等因素往往决定了产出葡萄的品

质和收成。如何设法通过人工在温度、

湿度、光照等因素上做出适当的调节

和干预，让葡萄的品质、产量等得到优

化，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课

题。所以当物联网技术一出现，我就特

别想试试。2015 年，在嘉定农业和科

技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用上了农

业物联网技术，在葡萄大棚内装上了

环境温湿度、土壤水分、光照强度等相

关传感器，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

感知和预警，改变了以往靠经验、凭感

觉的种植方式。如今，即便人远在千里

之外，也能通过手机远程监控大棚里

的温度和湿度，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

会迎来手机遥控管理葡萄的新时代。

种植技术与时俱进

位于嘉定新城（马陆镇）大裕村的农家苑葡萄基地

奋斗有我小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