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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子是常见的水果，但您见过全红的梨子
吗？

聊城农民朱发作，痴迷于选育红梨，经过
10多年的努力，选育出了我国首个全红型红梨
新品种“奥红一号”，2017年5月份，获得农
业部颁发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

目前，“奥红一号”已在山东、云南、贵
州、四川等地种植2万多亩，为乡村振兴增添
新动力。

一个芽变成就“奥红一号”

6月17日凌晨3点，聊城市高新区许营镇朱
庄村的朱发作醒来，便兴奋地睡不着了。原
来，他要在这天为北京大学教授岳庆平、清华
大学教授周增兴一行做向导，参观2处红梨
园。

朱发作为啥这么兴奋？因为两位业内知名
专家来为红梨产业把脉，在他十几年的育种历
程中是第一次。

岳庆平长期从事高层次的政策研究工作，
主持或参与了大量重要政策和文件、重要讲话
和文章、重点课题和调研报告的研究和撰写工
作。周增兴是资深的金融教学与考察研究专家，
专注于企业金融、第三方金融服务机构的实践
与理论工作，是多家银行培训体系的特聘专家、
顾问。朱发作为什么能引起专家的关注？

今年55岁的朱发作，痴迷于果树的栽培。
2002年8月，他偶然发现满天红品种的一个浓红
型芽变，从此走上了红梨育种的艰辛道路。记者
长期跟踪采访朱发作，知道他的艰辛。他长期吃
住在果园里，果园几年不挣钱，举债搞研究他也
在所不惜。几年过去了，他累得又黑又瘦。

“我是农民，种东西才是我痴迷的。要是
我发现这个芽变后不当回事，或者研究浅尝辄
止，也就没有‘奥红一号’了。”朱发作说，
当“奥红一号”得到农业部的认可时，他禁不
住流下眼泪，十多年的艰辛，历历在目。回顾
自己选育之路历经困苦，朱发作说：“人生多
磨难，苦当饭来咽。汗洒如雨露，成功血来
换。”

“奥红一号”的选育成功，填补了我国全
红型红梨品种的历史空白。该品种的嫩枝、嫩

叶、花和果实都是红的，特别是果实从幼果到
成熟都是紫红色，红色面积100%。一般单果重
400克左右，最重可达850克以上。其含糖量一
般13%～15%，外观艳丽、口感甜脆、品质优
良，是目前国内外具发展潜力的红梨品种。

该品种2014年8月通过山东省林业厅科技
成果鉴定，在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
中国林产品交易会上连续三年荣获金奖。

红梨扎根“鸭梨之乡”

“阳信是‘鸭梨之乡’。在这里，超过
200年树龄的鸭梨树也得百余棵。我们这里种
梨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当前也面临着产业转
型升级的问题。”在阳信县金阳街道马连玉
村，阳信县国明果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马国明带记者走进了他家梨园。站在一棵50
年树龄的梨树前，马国明向记者展示着他在今
年春天嫁接的“奥红一号”红梨，红色的枝
条，在风中摇摆。

“去年，我们当地鸭梨，每斤收购价8
毛，这样长期下去不是办法。我们这里人均
1 . 3亩地，地少，必须提高种植效益。”马国
明说，在一次农产品博览会上，马国明听说朱
发作成功培育出国内首个全红型红梨新品种，

便慕名前去。
“去年3月份，我带着村里几个年轻人赶

到朱庄村的红梨园了解情况。我们都觉得这一
种梨不仅外貌独特，而且味甜爽口，未来一定
是市场走俏的产品，所以当即决定引进，经过
与朱老师的商谈，我成了滨州总代理。”轻抚
着长满新芽的树枝，马国明信心满满。他说，
这坚定了他作为合作社理事长，带领全社200
余户社员致富的信心。“目前，我们已嫁接红
梨5 0 0亩，今秋明春，还要栽植、嫁接红梨
2000多亩。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继续扩
大红梨种植规模，争取打造万亩红梨示范园。
明年，我们的红梨将上市，目前初步定价为5
元一斤，具体价格还要跟朱老师及其他地方的
种植户商议。一亩红梨，每年最低收入2万元
没有问题。”

做大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在齐河县安头乡蔡庄村，红梨种植户韩贵
超的13亩梨树结满了红梨。这些红梨，都是从
朱发作那里引种的。

韩贵超说：“今年我的红梨上市，卖8元
一斤没问题！”

看着一个个如同小红灯笼的红梨，岳庆

平、周增兴摘下品尝，并竖起了大拇指。
对于红梨的市场前景，岳庆平与周增兴一

致看好。他们认为，红梨的特点独特，口感甚
佳、营养丰富，可直接面向中高端市场，还可
以出口。“在北京超市，一斤可买二三十元，
做深加工，附加值更高。”

“党的十九大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好的品牌，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将发挥重要
作用。‘奥红一号’是我们独有的品种，要打
响这个品牌，不断注入文化内涵，推动乡村产
业振兴和文化振兴。”岳庆平说。在马连玉
村，他向村民们宣讲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就如
何推动乡村振兴等话题，与村民进行了互动交
流，受到村民的欢迎。

当前，摆在马国明与韩贵超们面前的难题
就是缺乏资金，想把红梨产业做大，需要资金
的支持。

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周增兴说，目前北京的
高校、科研院所、风投资金，已经注意到山东
的红梨。作为中国知名的金融教学与考察研究
专家，周增兴看好红梨项目：“下一步，我们
将在山东建立红梨研究基地，引进风投资金，
把红梨产业做大，不断拉长产业链条，打造红
梨之乡、旅游之乡。”

聊城农民选育出我国首个全红型红梨新品种———

2万亩红梨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力 □孙亚飞 孙晶晶 张中会 报道
本报阳谷讯 阳谷县坚持通过用好上级资金、

整合使用涉农资金、撬动金融扶贫资金、不断加大
扶贫投入等方式，以发展扶贫产业项目、改善贫困
区域基础设施条件。

按照早选、早定、早编、早报、早批、早落地
的“六早”原则，阳谷县去年投入2842万元，实施
了58个扶贫产业项目。其中，将插花贫困作为帮扶
重点方向，统筹中央和省、市、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3764万元实施19个扶贫产业项目，收益将主要惠及
插花贫困户，项目预计8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9月
底前实现项目收益并发放到户。同时，整合涉农资
金2000余万元建设的蔬菜大棚项目进展顺利，项目
收益也将惠及全县所有插花贫困人口。

阳谷县还建立了“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
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机制，并于今年研究出台了
《阳谷县关于加强2018年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支持脱
贫攻坚的意见》，截至目前，2018年通过县扶贫办
审核方案的涉农资金整合项目10个，涉及整合资金
8375 . 81万元。

今年以来，阳谷县还积极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
用，着力推进金融扶贫，加大扶贫政策宣传，设立
风险补偿金960万元，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投入更多
资金支持特色产业发展和贫困户就业创业，截至目
前，金融扶贫贷款已放贷3202 . 75万元。

阳谷县

整合专项资金促脱贫

□孙亚飞 吕翾 报道
本报莘县讯 针对农村婚丧嫁娶中的一些不良

之风，莘县十八里铺镇苏堂村探索建立“合约食
堂”模式，整治“人情债”，刹住“攀比风”。“以前大
家办酒席，动辄几十上百桌，家里贫困点的根本办不
起。现在我们有了‘合约食堂’，村民办酒席要申报，
酒席宴请有控制，这样的模式既减轻了村民的操办
之劳，又节省了不少开支。”苏堂村红白理事会会长
刘增民说。通过“合约食堂”，该村有效遏制了滥办酒
席、借机敛财的不良风气，使餐饮卫生得到进一步
保障，丰富了农村移风易俗新内涵。

“一丧三年紧，一婚半生穷。”十八里铺镇宁
堂村徐德洪颇有感慨地说：“以前村里给老人治
丧，吹吹打打要十天半月。现在有了红白理事会管
着，大家都不攀比了，谁也不觉得丢面子了，这一
场丧事办下来省了好几万块钱。”

十八里铺镇郭庄村在十几年前就成立了红白理
事会，建立了红白事办理规程，并组织全体党员签订
了移风易俗承诺书。多年来，郭庄村党员干部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村民观念也悄悄发生了转变，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的观念渐成风尚。为推动村级丧葬改
革，郭庄村干部还向村民发放宣传手册300余份，把
动员老人作为突破口，提倡厚养薄葬、文明治丧。

整治“人情债”

刹住“攀比风”

□张培月
肖会 报道

6月23日，游客在阳谷
县安乐镇绿丰农场葡萄基
地采摘红巴拉多葡萄。该
农场积极发展生态农业，
生产的葡萄口感好，效益
高。周边村40余户贫困群
众在基地务工，实现增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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