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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亩，相较于千万亩的“云果”种
植面积，显得极不匹配。

    

本土资源利用率低
    
2005 年，玉龙县农技专家、“雪

桃之父”木崇凤，在白沙镇流转 500 亩
土地，依托当地特产山梨亲本，与从日
本引进的梨树进行杂交繁育试验，打造
出一片梨树苗培育基地。历经10余年，
终于在 2016 年培育出一种定名为“木
梨”的云南新品种水果树苗。五六年过
去，目前木梨苗圃基地没有明显发展，
该品种在全省推广进度缓慢，这反映出
云南果树苗育种环节薄弱。

水果树苗与“云果”产业整体发展
不匹配的主因是什么？记者了解得知，
果树苗发展培育周期长，对土壤和环境
要求严苛，培育成本高，需要企业长远
布局生产。种植企业与合作社追求生产
周期短和快速实现效益，大都不愿意投
入力量，承担自主育苗的亏本生意。

此外，云南水果种质资源优势在果
树苗培育环节中未得到有效利用。像木
梨一样仅有几百亩果树苗供种基地的本
土资源比比皆是。元阳鲁沙梨、兰坪依
主梨、会泽盐水石榴、建水白桔等全国
独一无二的水果品种，其果树苗基地大
多没有形成规模，导致本土水果树苗在
市场上缺乏品牌优势。同时，为实现见
效快、群众增收，各地对果树苗奉行“拿
来主义”，如从苗木产业化程度较高的
川渝等地调进。

    

规范化发展是出路
    
随着云南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

品牌”战略不断推进，短平快的发展模
式已不合时宜，而名优、品牌、品质，

以及“人无我有”的特色化发展方向，
正成为“云果”产业发展的主流。这就
要求必须积极促进本土果苗的规范化发
展，实现特色果苗自我供给。

云南省水果产业技术体系一位专
家认为，从水果产业的整体规模和水果
树苗培育环节的发展情况来看，云南还
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水果树苗的规模化发
展，但云南具有果树资源丰富、土地适
种性强的发展优势，在种苗培育上比其
他省区具有更好的基础条件。下一步，
云南应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
按照因地制宜、因市需要、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的原则，尽快出台省级层面的
果树苗发展布局规划，以园区形式，采
取政府主导、“以商招商”等办法，配
套一批集产学研和入市推广于一体的果
树苗木基地，扶持和培植一批有实力的
苗木企业、合作社，打破果树苗依靠从
省外调进的瓶颈，做强本土优势果苗，
做到专苗专供。

同时，积极整合各类生态和林农政
策，并将政策向科研机构、企业和合作
社倾斜，鼓励挖掘本地自然优势和品种
的优良性状，研发生产具有种植、推广
和市场品牌优势的苗木新品种。在此过
程中，以领军企业、地方龙头企业为核
心，围绕技术、项目建立一批标准化的
育苗和推广技术联盟体，形成一批能实
现快速推广的通用生产技术规范，将全
省不同区域同一品种的苗木生产纳入统
一的生产和技术体系下，确保不同区域
同一类果树苗木的生产只有产地差异，
没有质量差异，进而实现统一管理，提
高树苗质量，实现更高效、规范的入市
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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