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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种桃子“拿奖拿到手软”，但并没有让金永敏停下探索

的脚步。在种桃的基础上，金永敏也积极研究林下产业的综合

发展。2021年，合作社与上海市水产研究所合作，利用桃园内的

沟渠养殖甲鱼。该养殖试验作为科研项目在市农业农村委的科

技兴农服务中心立项，并于 2024年 7月通过验收。项目获得两

项发明专利，可谓收获了丰厚的科研价值和经济价值。2023年

冬，在市农科院的支持下，合作社与镇农业服务中心合作种植

“大球盖菇”。当年 12月下苗，次年 3月出产。“菌菇口感非常不

错，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今年，我们与市农业

农村委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达成初步意向，将继续在果树下

种植各类菌种，以期为全市果树行业探索出一条在果品出产空

窗期的产出增效之路。”金永敏自豪地说。

在不断发展农业产业的同时，“农商文体旅融合联动”更是

给了金永敏一个莫大的发展契机。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今年3
月末，“景秀繁花，海上迎春”佘山镇第九届游园花神会如期举

行，金永敏的桃园作为活动主办场地喜迎八方来客。8月下旬，

依托天马射电望远镜的独特 IP，以及三界址村落的自然禀赋，

“近处的远方”——天马星空・夏日畅XIANG节暨佘山三界址

天马星空村推介发布会也在桃园附近举行，也让更多人了解到

了这处佘山脚下的“桃花源”。

“佘山镇素有‘沪上之巅’和‘上海后花园’的美誉，区域内农文旅

商体各类产业要素创新集聚。让‘漫步田园阡陌，品读天文科学，仰

望璀璨星空’近在咫尺，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对我们这里未来发展的展

望。”金永敏希望能借助这样契机，更好地建设和完善果园，让桃子更

甜、桃花更美，让果园成为一道更加靓丽的风景线，让来到这里的游

客市民都能感受到《桃花源记》里的流连忘返和怡然自乐。

““““玉露玉露玉露玉露””””润桃林润桃林润桃林润桃林““““锦绣锦绣锦绣锦绣””””又一春又一春又一春又一春
——佘山“桃叔”金永敏的“桃缘”

□记者 宋崇 摄报

金秋十月，瓜果飘香。在佘山信瑜果业专业合作社里，负责

人金永敏正和果园里的师傅们一起给桃树施“秋肥”。“今年我们

果园桃子结得好，‘春晓’水蜜桃、‘玉露’蟠桃、‘锦绣’黄桃销量都

不错，现在桃树结完了果子，就要及时补充营养，所以秋肥也叫

‘月子肥’，就像坐月子一样，要精心养护，等来年就会更好地开花

结果。”金永敏说，眼下，他已经开始筹划着明年开春时的桃花节

了。“到时候我们这几百亩桃树都开花了，芬芳四溢，浪漫非常，现

在‘商旅文体农展联动’也非常火，我希望可以利用这个契机把这

里打造成为一处现代人的‘桃花源’，有逛、有吃、有玩，我就愿做

这‘桃花源’里的一介农人、一位‘桃叔’，随时欢迎大家到来。”

“松江因地理优势，自古以来就广种桃树，著名的桃子就有

十多种。如大似小瓜的‘寿桃’、色为紫色的‘黛桃’、硕大丰盈的

‘半斤桃’和皮、肉、核皆为黄色的‘黄桃’等，品种繁多，流传至

今。”说起种桃子，1971年出生的金永敏一边侃侃而谈，一边笑着

说自己算半个“桃二代”。

“我年轻时候的本职工作其实是在工业领域，原本是一名地

地道道的打工人，但我爱人的父亲家就在上海传统水蜜桃种植

大区——南汇，他经营着30余亩桃园。刚结婚的时候，我经常帮

着打理，不过比起劳作的艰辛，我在桃园中得到的更多的是休

憩、释放和疗愈。”金永敏回忆，20年工业领域的职业经历让他一

直想着怎样将工业化大生产置于农业上，让规模化、科技化带动

效益。

机缘巧合下，2016年，金永敏供职的合资企业碰上拆迁，于

是他便离开了那家企业。“佘山位于‘上海之根’松江区，是上海

第一个5A级风景区，风景独宠，人文荟萃，而且佘山自古就有种

桃子的历史，桃子种植我也相对熟悉，那我想，在这里发展有一

定附加值的水果产业应该是再适合不过了，于是我就决定来佘

山种桃子了。”金永敏说。

2017年，踌躇满志的金永敏来到佘山，在新镇村承包了一处

272亩的果园。不过刚到果园，金永敏却多少有些发蒙。“刚接手

时，这个果园可以说多少有点狼藉，园内有10余处半拆未拆的原

种植户留下的简易棚屋，屋内外全是各种丢弃物，约300米长的

河道内也有很多垃圾，中心部位有100余亩属于空心化，没有种

植桃树，原种植户在里面养殖鸡鸭，垃圾遍布；同时最大的问题

是这里的地下水位高，对种植桃树相当不利。”金永敏说。

“不过来都来了，就一个字，干！”面对困难，务实的金永敏没

有退却，而是一点一点修整打理老果园，第一年结果季，园里的

一些老树很给这位新主人面子，结出了累累硕果。而且更让金

永敏惊喜的是，原种植户种植了从5月到8月陆续上市的约20个

品种，其中不乏精品品种。“记得当年6月底，我在果园内采桃，看

见几棵树上的水蜜桃果子小小的，我随手采下尝了一口，太让我

惊喜了，味道又甜又鲜！”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金永敏满心欢喜，

“我就问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是什么品种，他们和我说

这种水蜜桃名为‘春晓’，我当时就高兴地说，好名字啊，春晓春

晓，我种桃子的春天这不就来了吗？”

在佘山脚下初尝甜蜜，带给了金永敏更大的信心，也让他在

果园改造上更加果决。“佘山的地下水位高，是我们种植精品果

品的一道难题。”金永敏解释说，地下水位高会导致果树体弱，容

易生流胶病，加上原果园采用的是深沟高垄笮行密株的种植模

式，不仅无法机械耕作，果品品质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面对困难，金永敏马上向镇农业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寻求

帮助。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2017年下半年，果园实施了整体改

造，采用引进客土的方式对空心化严重的约100亩土地进行了抬

高。2018年初，金永敏在这块抬高后的土地上连片种植了佘山

桃优势品种，并采用了宽行疏株机械化种植模式。

2018年到2019年，在松江区农委及上海市农技中心的支持下，

金永敏的信瑜果园完成了“上海市水果标准园”建设，结合2019年初

完成的农业农村部的绿色认证，全园实现了绿色安全生产管控。

2020年，2018年种下的第一批果树第一次结果，就在上海市农业农

村委举办的品鉴评优活动中荣获最受市民欢迎奖。“这是我种的桃子

首次参评，首次获奖，给了我很大鼓励和信心。”金永敏自豪地说。

从此，在镇、区、市农业技术部门的指导下，金永敏不断对果

园新进土层进行有机质改造，每年都有数百吨有机肥于秋季施

入土地。同时，他坚持采用生草栽培技术，实施测土配方施肥，

加上之前采用的宽行疏株机械化种植模式，让果树拥有充分的

通风和透光条件，果品品质有了很大提高。

功夫不负有心人，辛勤耕耘和一系列的举措也让金永敏的桃

园和桃子屡获殊荣。2021年，上海市林业总站授予果园“安全优

质信得过果园”。同年，上海市农科院授予果园“乡村振兴科技支

撑行动科技引领示范基地”。2022年，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举办

的“品鉴评优”活动中，果园种植的桃子荣获铜奖。2023年，他种

植的“玉露”蟠桃荣获上海市优质蟠桃评比金奖。同年，在长三角

绿色优质农产品展销会上，他送评的佘山水蜜桃荣获“最受市民

喜爱的绿色食品奖”。2024年9月，在农业农村部举办的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展销会上，果园的佘山水蜜桃荣获最受欢迎奖。

“这里的桃子鲜甜，风味浓郁，汁水充足，今年吃了明年还想吃。”

这是很多顾客品尝桃子后给出的由衷称赞。

▲▼▲▼▲▲▼▲▼▲▼▲▼▲▼▲▼ 自称半个“桃二代”▼▲▼▲▼▲▼▲▼▲▼▲▲▼▲▼▲

▲▼▲▼▲▲▼▲▼▲▼▲▼▲▼▲▼ 初到佘山见“春晓”▼▲▼▲▼▲▼▲▼▲▼▲▲▼▲▼▲

▲▼▲▼▲▼▲▼▲▼▲▼ 精耕细作尝“玉露”▼▲▼▲▼▲▼▲▼▲▼▲

▲▼▲▼▲▼▲▼▲▼▲▼ 农商文旅迎“锦绣”▼▲▼▲▼▲▼▲▼▲▼▲

游园花神会游园花神会

采桃采桃

施肥施肥

蟠桃蟠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