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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丰收季，又

见苹果压枝低。

从渭北到陕北，一个

个标准化的果园里硕果

累累；从果农到企业，丰

产增收的故事持续上演。

全世界每7个苹果、

全国每4个苹果中就有

一个来自陕西。苹果这

一优势特色产业，成为陕

西一张亮丽的名片。

科技支撑
好苹果是管出来的

最近，延安市宝塔区

桥沟街道烟洞沟村大梁

山山顶的标准化果园像

一个集市，前来采摘苹果

的游客、拉运苹果的快递

车辆往来不断。果园的

主人马文昌热情地招呼

着客人：“随便吃，满意了

再买。”

马文昌从15岁开始

跟着父亲种苹果。20世

纪 90年代初期，他家栽

种了30亩苹果。很多果

农为了提高产量，连年给

果树上化肥，导致苹果质

量下降。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

经验的果农，马文昌始终

坚 信“ 一 分 价 钱 一 分

货”。2017年春天，在苹

果市场相对“疲软”的情

况下，他流转了村集体72

亩平整的山地，建起高标

准苹果示范园。“在市、区

果业部门技术员的指导

下，我家的新果园完全按

照黄土高原无支架密植

高效‘3332’栽培模式精

细化管理，全部使用有机

肥。尽管成本大，但效益

更高。”马文昌说，运用全

新的栽培技术，果园实现

3年挂果、4年达产、5年

丰产。新建果园从2019

年开始挂果，产量逐年增

长，今年平均亩产4000

多公斤，个别地块达到

5000公斤。

这几年，凭借优越的

品质，马文昌的苹果打出

了自己的品牌，远销全国

各地。“过去苹果论堆卖，

现在按个卖，每个苹果价

格在10元以上，最高卖到

15元。”马文昌说，今年，

他家的果园平均每亩收

入6万多元，除去所有成

本，纯收益在5万元以上。

陕西渭北和陕北地

带，符合生产优质苹果的

七项气象指标，是世界公

认的苹果最佳优生区。依

托优越的自然条件，陕西

省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优质

苹果集中连片种植基地。

“高品质的苹果在国

内外市场空间很大。”陕

西省果业中心主任赵广

柱说，为了提高陕西苹果

的市场占有率，陕西省把

创新与质量作为产业发展

的生命线，大力推广优质苹

果生产“大改形、强拉枝、巧

施肥、无公害”四项技术，因

地制宜推广苹果矮砧栽培

技术等种植管理技术和模

式。同时，依托雄厚的科技

力量，建立苹果苗木繁育体

系，自主研发培育的“瑞雪”

“瑞香红”“秦脆”等新优品

种，广受市场好评。

精挑细选
让好苹果脱颖而出

10月 22日，在位于

富县寺仙镇丁家塬村的

陕西黄土高坡农林畜发

展有限公司苹果冷链冷

藏基地，生产车间内苹果

采收分选设备正在紧张

地运转。一颗颗硕大的

苹果在传送带上奔跑，经过

层层分选，进入漂亮的礼盒。

“这条苹果分选线，

每小时可分选苹果2000

公斤。”陕西黄土高坡农

林畜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蔡青介绍，“分选项目

包括果形、果个（或 果

重）、着色度、含糖量、病

害等20多项检测，分选

出不同等级的苹果，然后

再打包发送到客户手里，

全程冷链以保证苹果的

新鲜度。”

“为了保证苹果的新

鲜度，采摘的苹果必须在

24小时内进行预冷，经

过预冷后再转入冷藏库

中保鲜，最长可保持一周

年的货架期。”蔡青说，气

调库和选果线的建设得

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公司

也担当起社会责任，带动

广大果农增收。苹果分

选设备投入使用以来，累

计为当地果农免费分选

苹果上万吨，帮助果农增

加收益20%。

擦亮品牌
好苹果卖出好价钱

10月23日22时许，

坐落在洛川县老庙镇桥

子村的陕西王掌柜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依然车水

马龙、灯火通明。

“最近是苹果收获

期，要争分夺秒生产，每

天进出库的苹果有3000

多吨。”该公司总经理王

超说，“今年洛川县的苹

果普遍质量高，市场行

情也好，果农和企业都

高兴。”

王超是山东人。他

的爷爷做了一辈子水果

生意。他的父辈于1995

年在山东烟台成立公司

创建“王掌柜”苹果品牌，

经过多年发展，建立起庞

大的营销网络。“苹果世

家”出身的王超，大学毕

业 后 决 定 子 承 父 业 。

2019 年，他经过多方考

察，立足洛川县苹果优势

区域，注册成立了陕西王

掌柜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全面开展苹果收购、

冷藏仓储、预选分级、加

工包装、外贸出口、市场

批发、电商平台等全产

业链业务。

“在生产经营中，我

们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建成绿色认证

基地1.7万亩，订单销售

果农生产的苹果。”王超

说，公司严格保持“王掌

柜”苹果的个性化特色，

即生产管理标准化、采前

检测无残化、现代仓储智

能化、冷链运输全程化、

对标销售精准化、售后保

证追溯化，力争每一个苹

果都使消费者满意。

“在保证产品质量、

加强品牌建设的同时，公

司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

求，研发出各种不同口感

的精品礼盒产品，新推出

的‘王掌柜15.5°’苹果

深受消费者欢迎，在市场

上供不应求。”王超说。

在推进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进程中，延安市

加快构建“区域品牌+企

业品牌”体系，“延安苹

果”位居全国苹果区域品

牌第二，“洛川苹果”位居

全国水果类品牌价值榜

首。建立线上线下融合

发展的营销格局，在全国

20个省、72个城市建设直

销店359个。通过“南果

北上、北果南下”产销对

接活动，延安苹果仅在广

东省的年销量超100万

吨。2021年，延安苹果在

高端市场占有率达68%。

近年来，陕西省大力

推进苹果品牌建设，以公

用品牌为基础、企业品牌

为主体、产品品牌为特色

的品牌体系日益壮大。

坚持线上线下协同发力，

通过举办、参与各种推介

活动，促进果品产销对

接，陕西苹果累计出口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陕西日报》）

清晨，不时响起的微信提示音，将33岁的张秀秀从

睡梦中唤醒。这位年轻的电商创业者拿起手机，开始回

复客户信息。

张秀秀的家在黄土高原上的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

这里是中国知名的苹果之乡，种植有53万亩苹果，家家

户户有果园。张秀秀自家种苹果，但主业是在网上卖苹

果。今年以来，她已经销售了500多万斤果子，销售额超

过2500万元。

洗漱完毕，她驱车去自家的“秀之果”门店上班。据当地

农业部门介绍，今年洛川县苹果总产量预测为101.9万吨。

“最近是旺季，一个月能发出100多辆卡车的货。我们

白天发货，晚上和客户沟通，要忙到夜里12点多。”她说。

门店所在的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区占地5000余亩，

是国家级苹果批发市场。52家规模企业、300多家小微

企业入驻于此，5000多人在这里就业。

“我能有今天，是因为赶上了好时代。”张秀秀感慨万

千。这些年，她买了新房，开上轿车，在洛川已小有名气。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位于西北

的陕西省是中国苹果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省份，苹

果全产业链产值超过千亿元。

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延安市副市长魏延安说，新

栽培模式的推进、标准种植技术的普及和基础装备的完

善，都提升了苹果的品质，为苹果畅销网络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这个千亿级产业兴起，催生了一批善学习、观念活

的“新农人”。 (据新华社)

从12到28，
“N”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10月17日，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小丘

镇移村村民王小岗的果园里，红艳艳的苹果挂

满枝头。“今年种的‘秦脆’苹果个头大、口感好，1

斤都卖到8元了。”看着满树的苹果，王小岗话里

话外都透着满满的喜悦，“苦没白下，知足咧！”

定植、施肥浇水、刻芽、拉枝、摘心、扭梢、环

割、除萌、病虫害防治、疏花、授粉、疏果、定果、补

钙、套袋、加磷、提钾、追肥、疏枝、摘外袋、摘内袋、

杀菌补钙、铺膜、摘叶转果、采摘、分级、装箱、清

园，这是王小岗家的苹果从生长开始所要经历的

28道工序。但在10年前，这些工序还只有12道。

据了解，在渭南、延安、咸阳等陕西苹果的

主产区，苹果长成都要经历“N”道工序。这些工

序大致相同又各具特色。有的是坑施肥水，有

的是覆膜保墒，有的甚至用上了“田保姆”，享受

一对一全程跟踪式贴心服务。

从12到28，这是移村苹果生长的工序变

化，也代表了陕西苹果的进阶之路。如今，随着

陕西果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时代，“N”的内涵变得

越来越丰富，陕西苹果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从套袋到敷“面膜”，
苹果的科技范儿越来越足

务果园，一年啥时候最忙？

“当然是套袋的时候。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

家。”种了20多年苹果的王小岗说，“套袋是决定果子品

质的关键工序之一。袋子套早了，果子太小，容易掉落；

套晚了，摘袋后底色发绿，又卖不上价。”

但是，在延安市宝塔区庙塬村，果农李延军这两年已经

不给苹果套袋了。他给苹果敷了一种专用“面膜”。结果，他

家的果子一个卖10元钱还供不应求。王小岗听说后也有些

心动。因为，有了苹果“面膜”，他就再也不用年年为给苹果

套袋、摘袋发愁了。

记者随后拨通了陕西省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果业分

团专家、研究员郭民主的电话。满脸好奇的王小岗也守

在一旁认真听着。

“咱们的苹果‘面膜’是国际首创技术，厉害得很。”郭

民主介绍，“这是由陕西科技大学牛育华教授团队研发的

一种腐殖酸苹果免套袋膜剂技术。和传统套袋技术相

比，这一技术可节约生产成本30%到40%，能防治90%

以上的病虫害，苹果亩产量可提高20%到30%。”

（据《陕西农村报》）

陕西：苹果之乡的“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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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在延安市安塞区南沟村，果农在果园采

摘苹果。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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