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青浦种桃子？ 你

绝对种不好。 ”上海哈玛

匠果园负责人黄伟记忆

犹新 ， 十年前旅居日本

多 年 的 他 决 定 回 乡 种

桃 ， 几位老果农给他泼

了盆冷水。

“但我没有丧气，反

倒暗下决心，要在上海种

出全国最好的桃子。 ”从

零开始 ， 卖掉日本的房

产 ， 在青浦承包了几亩

地，潜心种桃。 历经十年

耕耘，黄伟用实际行动打

破质疑。从几十枝树苗扩
大到 60 亩桃园 ，1 只桃

子卖到 88 元，价格不菲，

还一桃难求。 如何做到？

    “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需

着力解决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如何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 教

育是提高人们挣钱能力的最为根
本的因素，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第二个问题
是提高了挣钱能力之后， 去哪里

挣钱？ 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劳动力

流动的问题。 ”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
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
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认为，由于
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的不同，不
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动能
是不一样的。在客观因素导致的
经济发展潜力存在差异的情况
下，破除现有的体制障碍、创造
条件，促进劳动力流动，就是能
有效提升人们收入水平的最为
重要的手段。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

富裕， 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不是
一个简单的再分配过程， 而是要

在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实现 ‘共

享’。 与此同时，实现共同富裕不
能一蹴而就， 要分阶段促进共同

富裕。 ”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
究院院长李实表示， 根据党的十
九大报告，到 2035 年，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 2050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这也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是个
长期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急于
求成。

“在现阶段，要把消除绝对贫

困、 切实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
生活、建立社会安全网、向全体社

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作为实践共同富裕理想的重点。 ”

———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

研部主任王祖强认为， 这些既是
缩小收入差距及缓和分配矛盾的
重要内容， 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
需要， 还是缓解需求不足的重要
措施。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共同富

裕一定要以理论为指引、 以文化

为引领， 着力建设以践行共同富
裕价值理念、 塑造共同富裕文化

品牌为主要特征的 ‘共富企业’

‘共富乡村’‘共富社区’等社会基

本单元， 使之成为在全社会营造
共同富裕人文场景和社会氛围的

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 ”

———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
员顾益康指出， 一个时代与一个
时代的最大不同是理念的不同，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是一场伟大
的时代变革， 标志着中国真正迈
向一个共同富裕的新时代。

“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目标，

不能仅仅从再分配领域着手，而

必须从生产领域就要开始。 生产
领域也要讲公平， 要以公平促效

率。 不能把初次分配悬殊的问题

留到再分配领域去解决。 ”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
研究院院长刘志彪认为， 市场规
模建设重点是要在生产领域推进
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分配体系改
革， 做大市场规模的重点不在于
如何进行收入分配改革， 而在于
如何激励生产性努力， 在于激励
创新、提升劳动生产率。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

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遏制收入分

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需要合理调
节收入分配。同时，增加低收入群

体收入， 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 完善离退休人员养老

金合理增长机制， 扩大中等收入
阶层比重。 ”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社会实践教研部主任周军
认为。

“当前城乡相对收入差距虽在

缩小，但绝对额差距仍然严峻。 解
决好农民增收问题，是实现共同富

裕需要高度关注的重大命题。 ”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
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举例，在农
民社保建设中， 如何为进城后
希望在城市落户的农民提供保
障性住房， 并解决好仍然居住
在农村的老人养老问题，可能是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最迫切的社
保需求。

吕倩雯 曹博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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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促进共同富裕
    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已成为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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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玛匠果园负责人黄伟的种植秘籍

在上海种出
全国最好的桃子

“冒傻气”的坚持
夏日炎炎，位于青浦金泽的

哈玛匠果园里，黄伟脖子上搭了

条毛巾，一边擦汗，一边热情招呼
前来采购桃子的客人。“匠”在日

语中是昵称，中文是指很有造诣
的人，也寓意着以工匠精神对待

每一颗桃子。

黄伟并非农业专业出身，种
桃之前从事化妆品贸易行业，常

年奔波于中日之间。偶然机缘结
识了富士山旁山梨县的桃树专家

有贺浩一。有贺老先生常和他谈
到，中国桃子产量多，品质却有所

欠缺，这使得黄伟萌发了回乡种
桃的念头：想办法缩小中日高品

质桃子的差距，在上海种出最好
的桃子。

水果种植是
一个回报较慢的

行业，精品水果
尤其如此。种好

果苗后，需要两
三年才能结出合

格的果实。要想
把桃子的品质做

到极致，就需要

耐心、专注、对细
节的坚持以及对

品质的偏执。被问及什么是工匠

精神，黄伟说：“匠心就是对别人
看起来‘冒傻气’的事，理所当然

地坚持。”
不施化肥，是黄伟被说“冒傻

气”的理由之一。土壤的有机质含
量对于桃子的产量、品质有着很

大影响，日本顶级桃子产地土壤

的有机质含量为 6%-7%，而黄伟
刚接手果园时，有机质含量几乎

为零。在有机质含量低的土壤上，
施用化肥能够很快提高果实产

量，但黄伟坚决不使用。他不惜花
费高额成本，从内蒙古一袋一袋

引进羊粪肥，搭配其他有机肥料，
改良土壤。十年养土，如今哈玛匠

果园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已经达到
了 3%-4%。

“高价值”的回报
刚入行时，黄伟被人笑是个

“种桃树需要开沟都不知道”的农

业小白，但对生态和品质却有着
超乎想象的追求。例如，哈玛匠果

园坚持使用人工割草。杂草的生
长速度快，割草的人工成本很高，

往往果园这边还没割完，另一边

又长起来了。所以，大多数果农的
选择是除草剂，用后半年内果园

寸草不生，方便、有效。“草拔出来

一看，草根都烂掉了，但对土壤的

影响可想而知。”
从租赁土地、开沟搭网到人

工除草、改造土壤……最初两年
的培育期后，黄伟种下的第一批

桃树开始结果了。高投入迎来高
回报。黄伟种出的桃子口感很甜，

汁液丰富，桃香浓厚，回甘悠长。

但再好的桃树，结出的桃子也有
好坏之分，哈玛匠果园采用严格、

精准的分级标准。
在哈玛匠果园，产出的桃子

共分成三个等级，T（特）级、A 级
和 B级，根据糖度、外形、颜色来

区分。其中 T（特）级要求单果重
350克以上，每只零售价超过 60

元，A级和 B级的价格依次递减。
虽然定价高，但令黄伟惊喜的是，

各级桃子的销量和消费者的反馈
都非常不错。尤其是 T级，供不应

求，在市场上卖出了 88元一只的
高价。

黄伟花了几万元从日本引进
无损伤测糖仪，检测每只出品的

桃子。装箱时，他精挑细选，如数
家珍：“早熟品种的糖度要求

12%以上，晚熟品种的糖度要求
15%以上，最高的糖度达到 23%

以上。有桃香气，颜色均匀，形状
饱满……”

“可持续”的模式
初尝甜头后，黄伟陆续从日

本引进和自主培育了共 70 个桃

树品种，在实践中观察、探索哪一
品种品质更高、更适合长三角栽

种。当被问起在长三角地区种桃，
如何与气候、土壤条件更好的地

区竞争时，黄伟说：“高品质、高品

控、统一的标准、极致的服务，自
然会有市场。”在他看来，长三角

地区许多桃农收入不稳定，在于桃
子品种不一和种植模式不规范。

这些年，政府十分支持黄伟
扩大果园规模，哈玛匠果园在原

有 60 亩基础上又新扩了 94 亩，
黄伟和员工正忙着对新桃园进行

土壤改良，同时问计各方，谋划可
持续发展的模式和方法。

黄伟还常与上海周边地区的
果农分享自己的种桃经验。去年，

哈玛匠果园接待了来自全国 5000

多人次的来访者参观学习。接下

来，他希望发挥自家果园在种植
技术、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优势，

帮助周边农户进行科学栽培技
术培训，把上海桃子的品牌打

响，卖到长三角、卖到全国。
通讯员 方志权 实习生 李政隆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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