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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记者不时听到学生说，吴老师对他的
影响很大，无论是专业指导还是人生引导，还有很多
学生说得到过老师的帮助。

对此，吴月燕说：“教书育人是本职，必须用真心、爱心
爱护每一个学生。”

但是，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吴老师讲话却让大家
看到这位理性学者心中那份火热的爱生之情。

“四年的大学生活今天将落下帷幕。在这四年中，
很多同学收获颇丰，收获学业、收获友情、收获工作，
而从明天开始，你们将以新身份面对新生活，开始从
一个学生向一个社会人转化。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

情，这意味着你们开始真正走向独立，走向成熟。当
然，这也意味着你们将背负更多的责任与期待。”

“同学们朝气蓬勃，走向社会后，会遇到很多人，经
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三
样东西，你绝对不能丢弃，一个叫良知，一个叫理想，还
有一个叫激情。同学们，人生有时一帆风顺，有时艰难
坎坷。当你们取得成功时，我们愿意献上祝福，分享你
们的喜悦；当你们遇到困难而茫然时，我们仍然愿意为
你们答疑解惑，给你们支撑。希望同学们永远记住，母
校任何时候都是你们的家，你们的避风港，母校的老师
是你们坚强后盾。”

用真心、爱心爱护每一个学生

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二等奖

一粒宁波葡萄的“成长史”
见证吴月燕教授团队三十载研究之路

甬早红、甬
妃红、甬紫晶，
这些以“甬”命
名的葡萄背后，
是 浙 江 万 里 学
院 生 物 与 环 境
学 院 吴 月 燕 教
授 团 队 近 三 十
载的潜心研究。

近日，农业
农 村 部 公 布

“2016 年 - 2018
年 度 全 国 农 牧
渔业丰收奖”，
吴 月 燕 教 授 团
队榜上有名，团
队研究的《葡萄
品 种 改 良 与 安
全生产》项目荣
获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成 果 奖 二 等
奖。

采 访 这 位
把 论 文 写 在 田
间地头的专家，
聊起科研，聊起
育人，让记者颇
为感动。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向娴华

吴月燕教授（中）和学生们一起拍毕业照。通讯员供图

一粒宁波葡萄的“成长史”

《葡萄品种改良与安全生产》项目凝聚着一代农
业科研人员的心血。

吴月燕教授向记者介绍，《葡萄品种改良与安全
生产》是宁波市科技创新团队项目，于2011年宁波市
科技局立项。“项目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研
究团队自那时开始，在浙江省最早系统的开展冬暖夏
湿气候条件下，品种选育、设施栽培技术、营养生理及
其采后处理等研究。”

葡萄是宁波市重要的果树种类，但当时吴月燕等
科研人员发现，传统葡萄制约宁波葡萄产业发展，有
很多问题亟需进一步改良。

她说，宁波市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雨量 1000～
2000mm，年平均日照时数 1600～2200h，属于典型
夏湿地带，葡萄以鲜食为主，常规为露地栽培，但常规
栽培病害严重，宁波葡萄采用大棚设施栽培后才进入
规模化栽培。

“适合夏湿地区的葡萄品种匮乏，鲜食葡萄成熟期

集中，盲目追求早熟、高产、大果，安全隐患较多，品质
问题突出，而且采后处理贮藏保鲜加工等技术薄弱。”

吴月燕团队针对这些关键性问题，开展葡萄优良
种质和品种创制、安全生产以及贮藏加工等整个产业
链的系统研究，形成系列原创性成果。

这背后，是科研人员日以继夜攻克一道道难关。
吴月燕说：“培育葡萄新品种需要很大耐心，100个品
种中能有1个用于生产已经是幸运了。”

艰辛付出后，终于有了成果。
项目结合基地建设和葡萄育种、栽培和加工，自

主选育结合国内外引种推广鄞红、甬早红等优良品
种，研究突破影响其设施安全优质栽培、采后贮运和
加工等环节的主要技术瓶颈，解决葡萄从良种选育、
苗木繁育、栽培管理、贮藏运输和果实综合利用等产
业链中技术关键，实施葡萄安全生产标准化和产业
化，提高组织化水平，达到稳定产量，节约成本，改善
品质，增加效益，促进产业进一步发展。

宁波葡萄已推广至全国各地

在吴月燕教授团队的努力下，甬早红、甬紫晶、
甬妃红、鄞红……一株株“甬”姓的新品种葡萄诞生
了，而且成为广大市民日常品尝的美味。

吴月燕自豪地说，目前，“鄞红”成为浙江省葡萄
主栽品种之一，已推广至全国各地，包括云南、江苏、
山东、江西、福建等。同时，甬早红、甬紫晶、甬妃红正
处于中试推广阶段。

这组数据足以说明成就：累计推广自主选育的新
品种与安全优质高效生产技术25.5万亩次，葡萄营养
罐头450吨，累计实现新增产值20.6亿多元，新增利
润11.6亿元，相关企业、农户因此受益匪浅。

在学术上，该项目也取得卓越成果，其中获得授
权发明专利5项、软件著作权1件，实用新型专利5
项；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而且制定技术标准 2
套。

1986年，浙江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的吴月燕来到
浙江农技师专（浙江万里学院前身）任教，一直耕耘在
教育一线，作为一名农技方面的专家，她更是把论文书
写在田间地头。

这些年来，除了葡萄品种改良，她带领团队还做
了其他研究，比如团队在杜鹃花多目标新品种选育与
推广方面取得很多成就。

2003年，吴月燕作为宁波市第一批科技特派员下
乡。“科技下乡有力推进了宁波农业产业发展，我们团
队响应政府号召，走入农业第一线为农民解决实际技
术问题，做了应该做的事，交了很多农民朋友，很有收
获。”她欣喜地看到我市农业在10余年间的变化，也为
自己和伙伴们能在其中助力而自豪，“目前我市的葡
萄产量、面积和效益都处于浙江省前列，我们也奉献
了一份力量。”

吴月燕教授团队培育的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