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汇农业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南汇农业志>>

13位ISBN编号：9787514400434

10位ISBN编号：7514400435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时间：《南汇农业志》编纂委员会 方志出版社  (2010-12出版)

作者：《南汇农业志》编纂委员会 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汇农业志>>

内容概要

《南汇农业志》内容简介：上海市南汇区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东南端，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
因“大海环其东南，扬子江水出海后受海潮顶托，折旋而南，与钱塘江水交汇”，故称南汇。
总面积860.1平方公里，海岸线全长59.5公里。
全区气候宜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
境内地势平坦，河网交织，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是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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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解放前，南汇种植水蜜桃较有规模的有：盐仓绿园、惠南卫家桃园、周浦顾家桃园、
横沔怡家桃园、介家桃园、永定寺桃园、账房桃园等处。
部分农户在住宅附近也有零星种植。
据1949年统计，全县种植桃树面积约8.4 公顷，产量15吨（300担）左右。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鼓励农民种植果树。
至1957年，全县种植果树13.3 公顷。
1958年后，泥城公社第一个建立万亩果园。
60年代后，全县除盐仓公社外，各公社相继建立果园。
70年代，生梨急剧发展，桃子种植比重下降。
80年代，由于桃子经济效益高，种植面积持续扩大。
至1985年，全县桃树种植面积已达991.8 公顷，总产量8626.4 吨，约占水果总产量的43％。
品种有早、中、晚多种。
1990年，南汇县成为桃子重点产区，种植面积增加到2137公顷。
品种不断更新、优化，形成“大团蜜露”、“新凤蜜露”、“湖景蜜露”为主的良种体系，成为江南
平原地区水蜜桃栽培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产量最多、品质最好、商品量最大的区域，被国家林业
部列为特种经济林水蜜桃名特优商品基地。
2000年，在远东大道南段两侧、现代农业园区内建成一个集经济、生态、旅游观光为一体的400公顷优
质水蜜桃生产基地。
至2001年全县果树面积增至3612.3 公顷，为1985年的2.05倍，其中桃树2296.2 公顷、占果树总面积
的63.5 7％，柑橘、梨、葡萄及小品种果树分别占22.1 5％、7.2 5％、1.5 9％和5.4 3％。
果品产值占种植业总产值的12.3 6％。
南汇水蜜桃在上海市场占有一定的地位，产品远销国外。
春天，数万亩桃花盛开，粉红色的桃花与金黄色的油菜花交相辉映，十分艳丽，组成了一道独特、亮
丽的农村风景线，成为南汇宝贵的旅游资源。
从1991年开始，南汇借助桃花，每年举办一届“南汇桃花节”，吸引数十万游客到南汇踏青赏花
，2002年，“南汇桃花节”升格为“上海桃花节”。
桃花节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增收，还带动南汇旅游、餐饮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南汇县优质桃品种以“大团蜜露”、“新凤蜜露”、“湖景蜜露”最著名。
“大团蜜露”桃：1967年，大团公社果园3队队长王新根在“太仓桃”中发现一芽异样品种，经20余年
试种而成。
1989年经上海市专家评审定名为“大团蜜露”。
该桃品种优良，平均单果重220克以上，最大达565克，故又称“半斤桃”，果皮薄而富韧性，肉质厚
实致密，可溶性固形物（糖度）可达13％～14％。
1994年，由南汇县农业局选送，获得“全国首届林业名特优新产品博览会”银奖，被市农委评为“沪
郑百宝”之一，是南汇县十大优质农副产品之一。
“大团蜜露桃高产优质栽培技术开发”获第十一届全国“星火杯”创造发明竞赛优秀项目金奖。
“新凤蜜露”桃：原代号为“83-58"’，由新场果园村陈迪福等桃农经过18年的精心培育而成。
果近圆形，平均单果重180克，最大果重400克，果皮底色白带红，肉质密，果乳白色，汁多，可溶性
固形物（糖度）13％～14％，最高可达15％，味香浓。
1999年7月，经专家评审定名为“新凤蜜露”桃。
多次获上海市优质桃评比金奖；2000年“新凤蜜露桃选育”项目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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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汇农业志》由方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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