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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成功只是第一步，同时需要考
虑 的 ，还 有 如 何 让 马 铃 瓜 稳 定 投 产
上市。

为了保证马铃瓜的品质，起码得有
十几年种瓜经验的种植大户，才能领取
改良后的马铃瓜种子。

除了对“入行”时间有要求，平湖对
管理方式、包装、销售等也有一套标准
化“模板”。比如管理方式，必须用有机
肥，要安装防虫网防止病虫害。最重要
的是在整枝阶段，要将藤蔓多余的分枝
去干净，做到两根藤只结一个马铃瓜；
在包装上，平湖还统一设计了体现当地
文化元素的礼盒⋯⋯

平湖瓜农时勤根和西瓜打了近 30
年交道，他的西瓜基地位于平湖市广陈
镇，面积约 45 亩，共有 80 多个大棚。
去年起，时勤根在自家地里试种了 10
多亩马铃瓜，还没上市就被预订光了。
时勤根说，一只马铃瓜能卖 130 元，他
种西瓜快 30 年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好瓜。

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平湖还组织瓜
农参加各类农博会、果蔬展销会等，并利
用供销社的网络优势，帮助瓜农对接商
家、联系运输车辆等，不断拓宽销售
渠道。

平湖针对西瓜产业出台相关政策，
也助力马铃瓜进一步“出圈”。2021
年，平湖启动“西瓜振兴”五年行动计
划，通过品种培育、品质严控、品牌打
造，全面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五年行动计划中满是实质性举
措。例如：平湖每年补贴西瓜产业 500
万元；对种植平湖马铃瓜 5 亩及以上
的，给予每亩1500元的补助⋯⋯

收益看得见摸得着，又有政策扶
持，越来越多的平湖瓜农开始尝试种植
马铃瓜。从2021年马铃瓜成规模上市
至今，其平均售价提高 60%以上，亩均

效益最高可达 5 万元，提高 50%以上，
是普通西瓜的3倍多。

虽然销售火爆，但吴勤飞并没就此
躺平，他带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不断琢
磨怎样培育出更多受市场欢迎的马铃
瓜。今年，在他的研究所里，新结出了
一批个头均匀、表皮光滑的马铃瓜，这
种瓜有着冰淇淋般的口感。“我们想让
马铃瓜更加精致，比如个头再小一些，
形状更圆些，这样更适合消费者送礼。”
吴勤飞说。

除了在本地市场“圈粉”，马铃瓜正
积极“走出去”。平湖市农业农村局首
先拿对口支援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
县试水。

几个月前，沙雅县古勒巴格镇实验
种植基地生机盎然，西瓜藤上挂满了马
铃瓜。沙雅县丰富的光热资源与偏沙
性土壤，赋予了西瓜得天独厚的生长条
件。今年 5 月，这一茬马铃瓜成熟后，
以其不同于新疆本地瓜的全新口味广
受欢迎。相较沙雅普通西瓜，马铃瓜的
售价要高几倍。

如今，马铃瓜已获评 2024 年第一
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正被越来越多
的人知晓。“接下来，我们打算在全国更
多地方尝试种植马铃瓜。”吴平说，要让
马铃瓜包括整个西瓜产业持续发展，必
须延长供应周期，让平湖西瓜在消费者
面前“存在感”更强。

比如，宁夏气候干燥，海南冬季气
候温润。平湖五六月梅雨季的时候可
以在宁夏种瓜，等 10 月、11 月天冷的
时候再到海南去种，这样起码有半年
时间，市场上都能有马铃瓜的身影。

“平湖的瓜农对异地种植也很感兴趣，
不少瓜农已去外地考察并开始准备。”
吴平说。

平 湖 的 西 瓜 产 业 ，路 子 正 越 走
越宽。

出圈 本地“圈粉”后赴新疆试水

徐惠文

马铃瓜复兴是平湖西瓜产业不断
壮大的一个缩影。

有400多年种瓜历史的平湖，被誉
为“中国西瓜之乡”。“‘消失’的马铃
瓜，费尽千辛万苦才复兴，这给了我们
启示：要保护并持续发展好现有的西
瓜产业。”平湖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说。

在平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石苗看
来，需要表里并重——除了培育高品质
瓜、把“里”填充丰富，还要通过各种活
动把“表”做新，才能让平湖西瓜产业永
葆青春。

遵循这样的思路，平湖把西瓜做出

了花样。不仅复兴马铃瓜、培育更多优
良品种，还以西瓜灯为名，举办群众文
化系列活动，该系列活动已办了多年。

“以前平湖办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
活动，雕刻用的瓜是自己培育的本地西
瓜，今年我们想用改良的马铃瓜。”吴勤
飞说。

这些年来，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
动越办越有影响力，不断地加深了本土文
化印迹。从展示
精美的瓜灯雕刻
技艺，到以灯为媒
掀起招商热潮，西
瓜灯群众文化系
列活动打响了品
牌，得以“常亮”。

一盏西瓜灯“点亮”一座城

今年夏天，一款来自平湖的西瓜大
放异彩。

这款西瓜论只卖，平均一只瓜约
10 斤重、当前售价超过 130 元，而且一
上市就被抢光。平湖瓜农刚种下的今
年最后一茬瓜，将在 9 月底收获，现在
已基本被各地客商预订。这款“明星
瓜”叫马铃瓜，很多人称其为“西瓜中的

‘爱马仕’”。今年，马铃瓜在平湖的种
植面积同比增长50%以上。

马铃瓜曾是平湖西瓜的当家品

种。上世纪 70 年代，西瓜新品种不断
更新，马铃瓜几乎绝迹。为了让马铃瓜
重新面世，平湖与浙江大学农学院、新
疆农业科学院、平湖市天露西瓜研究所
等单位合作，不断对马铃瓜进行提纯复
壮、杂交改良。简单说，就是通过科学
育种让马铃瓜保留原有风味，而且“体
质”更强、口感更佳。

平湖为何要花大力气复兴一个西
瓜品种？一只西瓜的复兴路上又有哪
些故事？日前，记者前往平湖探寻。

马铃瓜的“前世”令人唏嘘。
上世纪 30 至 60 年代，马铃瓜曾是

平湖西瓜的主栽品种，70 年代已经没
落——糖度更高、口感更好、储存更方
便的新品种纷纷上市，取代了马铃瓜的

“江湖地位”。
尽管如此，不少老一辈的平湖人和

上海、杭州等周边地区百姓依然怀念“小
时候那口味道”。还有客商前来平湖，询
问马铃瓜的现状。渐渐地，平湖相关部
门开始意识到：马铃瓜依旧有市场。

“马铃瓜以前是西瓜里的优质品种，
全国闻名。当时老百姓家里很少有冰
箱，难以存储水果，马铃瓜个大，一个瓜
相当于两个普通西瓜的大小，切开吃不
完就浪费了。这是它在上世纪70年代
逐渐被取代的原因之一。”平湖市人大常
委会监察司法工委主任周其明说，“拿到
今天来看，西瓜个头大，根本不是毛病。”

2009 年，周其明是平湖市农业经
济局（平湖市农业农村局的前身）党委
书记，他很早就意识到复兴马铃瓜的必
要性。“马铃瓜其实有优点，比如口感细
腻、皮厚耐储运。”周其明说，这样优质
的种质资源应该会被保留下来。于是，
一场“寻种之旅”启动了。

首先考虑的地点，就是平湖本地。
遗憾的是，马铃瓜没在平湖保留下种
子。“我们去平湖全市的种子种苗店找
过，也询问过老一辈的农技人员，还挨
家挨户走访农户，都一无所获。”周其明

回忆。于是，平湖市农业经济局的工作
人员加大力度，逐渐在全国各地铺开

“寻种网”。
2010 年，就在周其明和同事们四

处碰壁时，平湖本地西瓜种植“发烧友”
吴勤飞提供了一条线索：“中国农业科
学院在郑州成立了果树研究所，或许可
以去那里碰碰运气。”

郑州果树研究所主要研究西瓜、甜
瓜、苹果、梨等，是中国果业科技创新的

“国家队”成员。恰巧这时，周其明的同
事方丽娟即将去郑州参加农博会。

接到“寻种”任务的方丽娟，公务活
动一结束，就前往郑州果树研究所。在
成千上万颗种子里，她如愿以偿，找到
了马铃瓜的种子。“当时花100元，买回
了10颗种子。”方丽娟说。

好事成双。很快，杭州也传来喜
讯——通过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张
明方教授的育种团队，工作人员也找到
了几十颗马铃瓜种子。

“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是农
业科技原始创新、可持续发展不可替代
的源头和物质基础。好在马铃瓜种子
得以保存下来。”浙江省种子管理站产
业科科长陈小央感叹。

好不容易找到了珍贵的种子，平湖
立即与浙江大学农学院、新疆农业科学
院、平湖市天露西瓜研究所等单位合
作，在 2011 年成立了复兴马铃瓜的研
究团队，开展马铃瓜提纯复壮工作。

寻种 全国拉网找到幸存“芯片”

“先要把马铃瓜种出来，后续再逐
步改良。”周其明分析，要让马铃瓜重新
被大家接受，肯定少不了改良，要结合
市面上受欢迎的西瓜的优点，同时保留
马铃瓜原本的特点。于是，研究团队展
开了第一步工作——对马铃瓜种子进
行自交，以纯化马铃瓜的品种性状。

“西瓜是雌雄同株的异花授粉植
物，我们需要选择符合马铃瓜品种特性
的优良瓜苗，在开花期将同一植株上的
雌花与雄花配对授粉。”张明方说。

初次自交后，团队成员密切关注果
实的生长情况，并在果实成熟后，选择
性状表现优异的种子进行下一轮自
交。这一过程需要经过多次重复，直至
获得性状稳定、纯度高的种子种苗。研
究团队对马铃瓜种子进行了四代自
交。“四代自交意味着我们把这一过程
重复了四遍，最大程度地保留马铃瓜原
本的特点。”张明方说。

2014 年，自交纯化的第一颗马铃
瓜终于成熟了。时任平湖市农业经济
局副局长的朱浩，接过了复兴马铃瓜的
接力棒。

“当时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瓜，一头
大一头小，整个瓜形长长的，瓜皮颜色
比较深，纹路有点水墨的感觉，确实很
像我在照片里见过的样子。但是长得
歪歪扭扭，像是‘歪瓜裂枣’。”朱浩打趣
道，他出生于1968年，他们这一辈人小
时候已经没有马铃瓜了。

虽是“歪瓜裂枣”，但毕竟是第一次
见到，朱浩很兴奋，和同事们立刻开瓜
品尝。“一切开就发现瓜皮很厚，籽很
多、很大。尝过‘老底子’马铃瓜的同事

说，有马铃瓜独特的细腻口感。”
第一步工作算是成功了，接下来就

是改良，让马铃瓜更符合现代人的口
味。张明方虽然在育种方面有研究，但
毕竟不是平湖本地人，马铃瓜改良后是
否还能匹配平湖人偏好的口感，张明方
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时，朱浩想到了吴勤飞。作为平
湖本地的资深西瓜育种专家，他实践经
验丰富，应该能担当重任。

彼时的吴勤飞已成立了个人独资
企业平湖市天露西瓜研究所。当平湖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找到
他时，他一口就答应了。

“纯化后的种子保留了马铃瓜的优
良性质，只要与平湖现存其他品种的优
质西瓜种子杂交，就可以最大限度保留
马铃瓜的独特口感，同时具备鲜甜、汁
水足等优质西瓜的特点。”吴勤飞说，选
择参与杂交的西瓜种子是最重要的环
节，这要依靠多年的实践经验，“一般选
的种子都要颜色深一点、色泽光亮，而
且饱满光滑、大小适中，这样的种子，结
出的瓜才好吃。”

改良马铃瓜的每一个环节，吴勤飞
都亲力亲为，在他的研究所工作室里，
每一颗西瓜种子都被贴上了预估评分
标签，分类放置在不同的培养皿中。“为
了更快培育出马铃瓜，我一年种三茬，
加速种子的改良。”吴勤飞说，他平均一
天10个小时在研究所里与马铃瓜打交
道。研究所的6个大棚里，一茬茬满载
期许的马铃瓜不断结出。

2019年，首批杂交后品质较好的马
铃瓜成熟了。吴勤飞立刻邀请平湖市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农技人员前来品鉴。

“前后进行了8年纯化和改良，最终得到
了既有马铃瓜特征、又有更好口感的改
良‘版本’。”平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
主任吴平感叹，经过杂交改良后的马铃
瓜，细嫩无渣、口感极佳，甜度最高超过

14度，普通西瓜则在10度左右。
“平湖复兴了当地马铃瓜产业，

使这一传统优势地方品种焕发了生
命力，这也成了国内应用地方西瓜
品种资源，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
西瓜口感、品质更高需求的典型
案例。”张明方高度评价。他认
为，这对推动当地西瓜产业发展、
挖掘当地西瓜传统文化具有标本
意义，同时也给国内同行就如何保
护、利用地方优质品种资源提供了
经验。

育苗 让“歪瓜裂枣”更细嫩鲜甜育苗 让“歪瓜裂枣”更细嫩鲜甜

记者手记

几乎绝迹的平湖马铃瓜经多年培育重出江湖，一只瓜卖130元还供不应求

吃瓜群众为啥喜欢这只瓜
本报记者 徐惠文 王雨红 市委报道组 刘维佳

马铃瓜深受小朋友喜爱。

马铃瓜具有水墨画般的深色外皮。

市民参与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市民参与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

马铃瓜种植户时勤根（左一）向村民传授种植经验。 共享联盟·平湖 王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