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晶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案例 

院士加盟 育训一体   

“双臂”模式培育沪梨产业“双高”人才 

校企融合 多措并举   

“双臂”示范助力沪梨产业“华丽”转型 

 

摘要：在上海地区人口严重老龄化、三个梨农 220岁、梨产业缺

乏青壮年劳动力和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情况下，以工程院院士张绍玲教

授为首的院士团队深入松江区职教集团校企合作项目——梨树“双臂

顺行式”新型栽培模式示范基地建设，专家团携梨全产业链新技术带

领师生开展技术攻关、新技术试验示范，带领师生梨农提高技术技能、

助力梨农省力增收，建设了上海市首个省力轻劳高产优质梨“双臂顺

行式”新型棚架栽培模式综合示范基地，带动了松江地区梨产业转型

升级，助力了松江乡村振兴建设。 

关键词：梨树“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栽培模式 示范基地 梨产

业转型 人才培育 

一、实施背景 

 据统计，截至 2022 年底，上海市 60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

553.66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36.8%。数据表明上海已步入重度老龄

化阶段，而农业农村青壮劳动力匮乏问题尤为突出，梨产业面临同样

窘境：三个梨农 220岁成为常态，国际化大都市现代梨产业可持续发

展面临“谁来种梨”的巨大挑战；同时上海地区 95%以上梨园采用树

形为三级结构的三主枝自然开心形，结构复杂导致管理难度大，梨农

难以掌握复杂的技术流程导致不少果园树体成型慢、挂果迟，连续多



年老梨园出现果实小品质下降等现象。而自然开心形的主枝低矮导致

机械化难以开展而需要大量人工，导致梨管理成本居高不下，降低了

梨农的经济效益和生产积极性，严重制约了梨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倒逼梨产业由劳动密集、技术复杂向省力轻劳、技术简化转型。 

同时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基地梨园采用传统三主枝自然开心

形，树形结构复杂、实训操作难度大导致学生没有多年经验积累无法

掌握梨树生产技术。因此学院急需建设符合新时代省力栽培模式要求

的优质梨树实习实训基地，以培养符合未来梨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需

要的高素质高技术技能人才。因此梨树简易优质新型栽培模式和“双

高”人才缺乏成为梨产业转型升级以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双瓶颈。 

校企项目团队在 2017-2019 年上海市首个“梨树‘双臂顺行式’

新型栽培模式示范”课题建设基础上，连续获得多个松江区职教集团

校企合作项目和上海科技兴农“梨园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研究示范”

（沪农科推字（2019）第 1-3号）、上海科技兴农“水晶梨产业升级

创新模式研究与示范”（沪农科推字（2021）第 1-2号）等农技术推

广示范项目资助，得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现代农业（梨）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得者张

绍玲教授为首的全国梨产业技术院士团队的连续多年的技术指导。 

松江区职业教育集团资助的梨树“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示范基

地建设项目由张绍玲院士团队带领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园艺专业

的师生，协同上海市松江水晶梨协会会员一起建设，该基地是上海市

首个省力轻劳高产优质梨“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栽培模式综合示范

基地，示范并引领了松江梨产业转型升级，有助于示范带领梨农省力

增收、培育梨产业技术能手、助力松江乡村振兴。 



 

    二、主要做法 

1 项目引领  院士加盟  建设申城首个梨树新棚架技术综合示

范基地  

院士团队指导仓桥校企合作基地建设梨树“双臂顺行式”新型棚

架示范基地。 

依托松江区职教集团项目，校企合作项目组联合院士团队开展多

次调研，在上海之根——松江仓桥水晶梨基地，推进由张绍玲院士领

衔、伍涛研究员主导、已在全国多个省份推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获国内 8 项发明专利、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入选 2020 中国农业农

村重大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十大新技术）（排名 1）、适应机械化

省力轻劳高产优质的梨树“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栽培模式示范推广

基地建设。 

校企团队联合院士团队合力建设仓桥水晶梨机械化省力轻劳高

产优质的梨树“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栽培模式 50 亩示范基地（二

期 30亩设施棚架示范基地、三期 20亩露地棚架示范基地），由院士

团队提供关键技术，由校企合作基地提供设施大棚和示范用地，由农

林学院师生和基地梨农进行试验示范，打造上海地区首个涵盖设施与

露地梨树“双臂顺行式”棚架栽培示范基地。示范基地具备梨产业技

能培训、院校实习实训和梨产业高技术人才实践实训等综合功能，是

上海地区梨产业转型的首个适宜梨机械化省力轻劳高产优质栽培模

式的综合示范基地。 

2 科技引领 合力攻关 助力突破松江梨产业发展“瓶颈” 

院士团队协同校企项目团队等一起创新梨棚架技术“组合拳”，



攻克松江梨产业“技术复杂低产低效”难题。  

图 1 2023年 4月 17日张绍玲院士在上海仓桥水晶梨专业合作社设施梨树“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栽培模

式培训中指导校企合作团队春季树体综合管理 

在全国梨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绍玲院士的指导下，棚架梨

园绿色省力生草技术、棚架梨园品种信息化选育技术、棚架梨园省力

化修剪技术、棚架梨园省力化花果管理技术等前沿技术研究成果相继

落地校企合作仓桥棚架梨示范基地，示范基地棚架梨树采用二级简化

树形结构，适用机械化土肥水管理和病虫草害防治，解决了松江梨产

业“技术复杂低产低效”难题。 

图 2 2023年 4月 17日张绍玲院士在上海仓桥水晶梨专业合作社设施梨树“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栽培模

式培训中为梨农讲解春季枝条管理 



校企合作团队在张绍玲院士指导下，结合松江地区气候、土壤、

水位等综合环境条件和水晶梨系列品种在“双臂顺行式”栽培模式试

验过程中展现的不同上架特点、不同花芽分化特性、不同挂果量和树

体长势差异等立地表现，筛选出最适合上海地区“双臂顺行式”栽培

模式的水晶梨品种。 

结合松江地区老梨园改造的迫切需求，校企合作团队联合上海市

农科院林果所、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上海市林业总站的专家一

起，联合开展连茬梨园的“双臂顺行式”栽培模式技术攻关，形成了

上海地区首个《上海地区梨树“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栽培技术规

程》，相关成果申报了发明专利，梨树“双臂顺行式”栽培模式获上

海地区梨农广泛认可，目前已推广至上海浦东、奉贤等多个区域。 

3 实践引领 育训一体 培育申梨产业发展“双高”人才 

水晶梨“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模式全产业链“育训一体”技术

培育了梨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所需的高技能人才，为梨产业转型注入

新“动能”。 

图 3 2023年 4月 17日张绍玲院士在上海仓桥水晶梨专业合作社设施梨树“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栽培模

式培训基地为梨农和农林职院师生 291人作“梨树春夏季管理”报告 



 

依托区职教集团专项资助，长三角梨农和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专业教师团队自 2018 年起协同学院农林学生深度参与由院士团

队专家拟定的梨树“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高效优质省力机械化全产

业链技术示范建设系列培训课程。 

图 4 2023年 5月 11日院士团专家李秀根研究员在上海仓桥水晶梨专业合作社设施梨树“双臂顺行式”新

型棚架栽培模式培训基地为梨农和农林职院师生演示并讲解套袋要领 

师生梨农深度实践了从适宜“双臂顺行式”梨树新型棚架模式的

品种选育、建园流程、苗期土肥水综合管理、幼树树体综合管理、初

果期树体肥水管理和病虫草害综合防控、成龄园生草栽培和绿色防控

技术、成龄园周年肥水管理和树体整形技术、棚架果实采摘、棚架梨

品质测定、棚架梨冷藏保鲜等水晶梨“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模式全

产业链每个环节。 



图 5 2023年 5月 11日院士团专家李秀根研究员在上海仓桥水晶梨专业合作社设施梨树“双臂顺行式”新

型棚架栽培模式培训基地为梨农和农林职院师生演示并讲解疏果要领 

师生梨农不仅看到水晶梨“双臂顺行式”生长过程、听到院士团

队专家成员的新模式技术课程，更实践参与梨棚架全产业链各个技术

环节，亲口品尝美味的水晶梨果，深度接触梨树“双臂顺行式”新型

棚架全产业链技术，促使农林教师成为果树产业的行家里手，培养了

学生对梨产业新技术新模式的兴趣，提高了师生和梨农对产业链新技

术的全面掌握。 

 

图 6 2023年 5月 11日院士团专家李秀根研究员在上海仓桥水晶梨专业合作社设施梨树“双臂顺行式”新

型棚架栽培模式培训基地为梨农和农林职院师生 198人现场作梨园夏季综合管理技术报告 

4 文化引领 多元融合  构建校企合作&产业发展新“引擎” 



农耕文化、生态文化、品牌文化、科创文化、校园文化融合创新

“区行企校研”质量文化，为松江地区梨产业高素质人才培养和梨产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铸魂。 

水晶梨校企合作基地地处松江，拥有松江四千年悠久的农耕文化

底蕴。基地所在松江区域系黄浦江源头水源保护区、市政规划生态林

保护区域，具备良好的地理生态条件，营造出碧水环绕的水景生态和

花草灌木绿树错落有致的园林景观生态，构建了仓桥水晶梨基地良好

的生态文化。仓桥水晶梨团队通过多年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

范基地”“绿色果品生产基地”“GAP认证基地”等绿色生态基地建

设，打造了上海家喻户晓、全国知名的“千年美仓桥 一品水晶梨”

的品牌文化。 

 

仓桥水晶梨农耕文化、生态文化、品牌文化不断与上海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打造的“尚农乐耕”校园文化、校企合作项目引进的张绍玲

院士团队深耕梨产业 40 年、始终如一笃定专注倾力建设科技、产业

融合创新的科创文化相融合，构建出农耕文化、生态文化、品牌文化、

科创文化、校园文化融汇创新的“区行企校研”质量文化，为培养梨

产业“一懂两爱”（懂梨树、爱梨园爱梨农）人才营造良好氛围，造

就梨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双高”（高素质素养、高技术技能）

人才，为松江地区梨产业发展注入文化“引擎”。 

三、成果成效 

1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参加校企合作基地实践有收获 



依托区职教集团校企合作项目以上工作开展，每年完成 1-2名农

林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教师企业顶岗实践：其中 1人成长为园艺专业负

责人，荣获“上海市教学能手”“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1人成长

为教学部门中层；1 人获评副高职称，且在 2023 年联合上海仓桥水

晶梨专业合作社发表核心期刊一篇（水晶梨病虫害防治预测模型，生

物安全学报，2022年第 31卷，第 2期：P171-178）。 

图 7 论文“水晶梨病虫害防治预测模型” 

1人申报发明专利（一种适用于高水位重茬梨园棚架梨树快速挂

果法，专利申请号 CN 116649143 A），并联合学生、项目组成员开发

“上海地区梨树标准化双臂顺行式虚拟操作系统”并获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证书号：软著登字第

8888307号）。 



图 8发明专利申请 

图 9 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学院每年 300 人次师生参加院士团队在校企合作基地开展的新

技术新技能培训，1 名学生在校企合作基地进行毕业实习，1 名学生

在基地担任中层干部。 



图 10 2023 年 10 月 12 日院士团专家伍涛研究员在上海仓桥水晶梨专业合作社设施梨树“双臂顺行式”新

型棚架栽培模式培训基地为梨农和农林职院师生现场作棚架梨树整形修剪新技术示范 

图 11  2023 年 11 月 7 日院士团专家陶煜东在上海仓桥水晶梨专业合作社设施梨树“双臂顺行式”新型棚

架栽培模式培训基地为梨农和农林职院师生现场作梨树整形修剪新技术示范 

2 上海仓桥水晶梨专业合作社知名度美誉度获提高 

上海仓桥水晶梨专业合作社在上述工作开展过程中专业影响力

得到提升（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一篇：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上海水晶梨气

候品质评价与应用，上海农业学报，2023 年，第 39 卷 第 4 期： 

P47-54））；合作社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提高：荣获农业农村部



2022-2023年“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2023年荣获“第二十二届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 

图 12农业农村部 2022-2023年“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证书 

 

图 13“第二十二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证书 



合 作 社 获 得 2 个 “ 绿 色 食 品 ” 认 证 （ 绿 色 食 品 ：

LB-18-222050906006A；信息码：GF310117070302、GF310117191363）、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证书号：CAQS-MTYX-20200005）；获

得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我喜爱的绿色优质农产品形象”优秀

广告语作品（第一名）、“最美绿色食品企业”、上海市农民科技教

育培训中心“2022年度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图 14“绿色食品”证书 

合作社每年培训长三角地区果农近 2000 人次、开展各级各类公

益活动近 500人次。合作社相关内容获松江区融媒体、上观新闻、新

闻晨报、上海东方电视台、农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和各类自媒体广泛报

道。 

四、经验总结 

1 经验小结 

校企合作项目开展以来，合作团队共定建设目标、共商实施计划、

共同组织各项培训、共同开展各项公益活动、共享梨产业科技研究成

果，对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推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项目团队从梨产业痛点入手，依托院士专家团等高端智库，



不断引入有助于松江梨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外高新技术，联合

开展科技攻关、新技术转化试验和应用示范并合力推广，建立了上海

市首个省力轻劳高产优质梨“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栽培模式综合示

范基地，树立了松江地区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培养了大批梨产业

从业人员，提高了农林院校学生的果树专业素养和技术技能，缓解了

梨产业人才紧缺的压力。 

2 问题与反思 

近年来由于疫情影响和疫情后机票价格飞涨，国外专家未能在

2022-2023年赴仓桥合作基地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开展国际梨产业技

术交流。 

3 下一步工作计划 

    2024 年争取获得更多项目资金支持，一方面邀请国外专家来沪

开展梨生产技术技能培训；另一方面派项目组成员赴国外开展梨生产

技术交流，拓展上海梨生产在国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五、推广应用 

校企合作基地示范推广的梨树“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栽培模式

是适宜上海地区气候和土壤条件、适用于省力化机械化的优良栽培模

式，生产出的梨果优果率较三主枝自然开心形栽培高出 10-15%，糖

度提高 10%，其梨果品质受到本地消费者高度认可。 

该模式在松江、浦东、奉贤等区均有推广，适宜地下水位低于 50cm

地区采用。该模式可有效避免梨果成熟期遭遇台风引起的大量落果，

且具有轻简化、标准化、省力化、机械化以及便于观光采摘等优势，

对于上海地区应对农业人口老龄化、提高果品品质、发展观光果业、

助力上海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该模式目前在上海地区推广面积近



2000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