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捷足先登”、率先“红脸”的秦脆
苹果近期在洛川塬上圈粉无数，并且
一颗苹果卖到了 20元钱。那么，秦
脆苹果缘何能不受市场环境影响逆
势上涨，稳居苹果界“上席”？

9月 26日，记者走进洛川县石
头镇车厢塬村崔卫东的矮化密植苹
果园看到，两米多高的果树整齐排
列，只见红彤彤、沉甸甸的红苹果
挂满枝头，宛如一个个红色的小灯
笼，喜气洋洋，盛装以待游客前来
采摘。

“果大形正、皮薄肉细、脆甜多
汁，还有特殊香味。”说起这一颗颗高
价值苹果的好处，崔卫东如数家珍。
正是因为2020年引进的新品种——
秦脆，让务果多年的崔卫东一同“火
出了圈”。一时间，前来参观学习者
络绎不绝。

“你瞧，这个秦脆苹果，不仅比
其他品种苹果要好看、好吃，主要是
给高端市场供货，非常有赚头哩！”
说话间，崔卫东从树上采摘下一颗
苹果，让记者品尝。

“5亩果园，去年套了 8000只果
袋，赚了4万多元；今年套了2.8万只
果袋，预估能卖18万元左右，平均下

来一颗能卖20元。”秦脆苹果让崔卫
东看到了希望，更有了干劲。要知道，
一颗苹果能卖20元，这在过去是想都
不敢想的美事。

说起秦脆苹果的“诞生”，在洛
川县从事苹果种植研究已经20多年
的高级农技师屈军涛，作为参与秦
脆苹果品种选育的技术人员之一，
最有发言权。

据屈军涛介绍，秦脆苹果是由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育种岗位专
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院
长、洛川苹果试验站首席专家马锋
旺教授专家团队数十年精心选育试
验的心血。

经过多年的悉心培育，秦脆苹果
2016年通过陕西省果树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2020年获得农业农村部植
物新品种权。它是由苹果品种蜜脆
与品质上佳的富士杂交培育而成，成
熟期比晚熟富士早 15天左右，是集
二者优良品质于一体的中晚熟苹果
新品种，拥有良好的先天发展条件。

“要生产出优质的、受消费者喜
爱的果品，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有优
良的品种，因为品种优良是果品质量
优质的先决条件。”屈军涛说，秦脆苹

果之所以能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不
仅“有颜值”“有内涵”，管理起来方
便，而且成熟期错开了市场高峰期，
抢占了市场空白，是非常具有发展潜
力的好品种。

在这个背景下，秦脆苹果应运
而生。

无独有偶。同样是看到秦脆苹
果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商业价值，陕
西海升集团以高达1200万元的巨额
费用购买了该品种的生产经营权，
刷新了国产苹果品种转让费的最高
记录。

秦脆苹果的诞生，打破了此前多
年品种单一、富士独大的局面，成了洛
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
提升了当前苹果产业的发展效益。

“目前，洛川县秦脆苹果的种植
面积大约在 2000多亩，预计明年将
扩大到5000亩。”洛川县副县长张军
旗说，“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推广秦
脆苹果种植，让更多的果农种上好
苹果、有个好收入。”

百棵苹果树，能富一农户。何止
洛川，如今，延安全面提升苹果核心
竞争力，让每颗苹果都更有价值，实
现由论斤卖到论个卖的历史性转变。

一颗卖20元，秦脆苹果缘何“出圈”
记者 樊小帅 南卫东 通讯员 雷蕾

● 秦脆苹果挂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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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学校食堂饭菜

“刚改造那两年，产量确实有所下
降，但由于需要管理的果树少了，投入
和人工成本也下降了。到第三年产量
一稳定，果品质量和没改造之前的一
比，变化确实很大。”刘百全说。

家住富县牛武镇八条硷村的果农
刘百全，已经与苹果打了 30多年交
道。喜欢钻研的他，早在 2008年就嗅
到了未来高品质有机苹果的商机，对
自家 14亩果园大胆进行“挖改”，以此
改善果园通风和光照，从而提高苹果
质量。经过精心培育，刘百全的苹果
变得个大红润、酸甜适中、口感爽脆，
在苹果市场打出了名气，不少外地果
商慕名而来，他的苹果不仅不愁卖，还
掌握了议价主动权。

2022年，刘百全的 14亩果园苹果
套袋数量有 23万袋，在花期受冻的情
况下，仅比上年少套1万袋。“一个是前
期我们准备了防冻坑、果树涂白等防
冻措施，另外跟‘挖改’间伐也有很大
关系。”刘百全说。

得益于果树间伐，园内果树密度下
降、通风光照效果提升，对果树的伤害
就会相应减少，使得刘百全的果园并未
受到太大损失。

为发挥苹果主导产业优势，推动
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实现乡村
产业振兴，富县县委、县政府紧扣“稳
定面积、科技渗透、产业延伸、提质增
效”的发展思路，印发了《富县苹果产
业高质量发展五年实施方案》，上半年
已新建苹果间伐示范园 1000亩、矮化
示范园 150亩、完成老园改造 1.35万
亩、建成苹果高质量发展百千万示范
工程核心区1.57万亩。

为应对近年来果农普遍关切的自
然灾害问题，该县与空管部门加强沟通

对接，及时开展防雹作业。对防雹网建
设，县财政给予符合标准的每亩果园补
助700元，目前新搭建防雹网8500亩，
减少了果农的防灾投入。通过防冻坑、
弥雾机、智能烟雾发生器等熏烟防冻措
施和枝干涂白、喷洒防冻液等技术措
施，科学有效开展防冻工作。并逐步扩
大灾害性保险覆盖面，通过“期货+保
险”将果农风险降到最低。

富县作为农业大县，除了以苹果
种植为主导外，近些年来的特色产业
发展也颇具势头。

“从‘贫困村’变成如今脍炙人口
的田园综合体旅游村，我们村可以说
是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富县直罗
镇胡家坡村党支部书记赵玉亮说。

2017年，胡家坡乘上万亩稻田恢
复项目的东风，推倒了经济效益低的
玉米地，改种经济效益更高的水稻，让
直罗镇“直罗贡米”的风光重新回到了
这片大地。

随着胡家坡田园综合体的打造，
稻田不仅变得能吃还能看，村子风景
越来越美，大小活动、赛事也选址在
此，为胡家坡村带来了不少人气。很
多年轻人嗅到了商机，也陆续回归家
乡开起了农家乐，农旅融合发展不仅
让这个村子重现了往日生机，甚至热
度远远超过了以前。

目前，富县水稻种植面积已达
1.56万亩，这些水稻养活了当地百姓，
改善了环境风貌，也让富县“塞上小江
南”的名号愈发响亮。

而在富县的大小川道，特色产业
可不仅限于水稻。

在张家湾镇炮楼村，养蜂“大拿”
李喜龙正在鼓捣着自己的中蜂，金黄
的蜂蜜透着丝丝香甜，随着他手上的
动作精准地落入容器中。这个90后的
小伙熬过了前期创业的艰辛，现在却
多了幸福的烦恼。

“合作社2000箱中蜂，我不吃不喝

连轴转，摇蜜摇得手都发软，现在还囤
着几千斤蜂蜜没卖出去。”李喜龙苦笑
着说。

揭开李喜龙的中蜂蜂箱，几乎每
箱蜂蜜都是爆满，连木框边框上都是
蜜蜂筑的蜂巢。靠着这些勤劳的小蜜
蜂，李喜龙从失业走上再就业的新“岗
位”，并且已娶妻生子，一家人日子过
得甜甜蜜蜜。

而像他这样的养蜂人在富县不在
少数。目前，富县中蜂养殖规模已达6.5
万箱，免费发放的蜂箱和优惠政策激励
着源源不断的人加入这项“甜蜜事业”。

种植粮食9万亩、瓜菜2.91万亩、烤
烟1.315万亩，养殖畜禽40.8万头（只），
此外还有黄花菜、大闸蟹、小龙虾……
特色产业、新兴产业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而这离不开富县“一村一品”政策的
推行，加之“非粮化”专项整治腾退耕地
1万余亩，使得富县农业发展在保质保
量的同时摆脱了单一，走向了多元化。

一花开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富县农业产业紧扣苹果种植这个
中心，不断深化苹果种植提质增效，不
仅要做大更要做精，用高品质的苹果
打开线上线下市场。同时不忘大力支
持发展特色产业、新兴产业，以多点开
花的势头，用多元化的农产品引来新
的商机，结合农旅融合、文旅融合，进
一步拓宽了农产品销售市场，为富县
名片的打造再添光彩。

“下一步，我们将对标高质量发展
指标，围绕建设国家优质农产品基地
目标，扎实推进农业生产技术服务、防
灾减灾、市场营销体系建设，强化农产
品有机认证、精深加工、品牌化建设，
确保农业产值稳定增长。”富县副县长
李宏柱说。

田畴织锦绣 沃野好风光
——富县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侧记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吴龙迪

● 水稻收割

连日来，富县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
杨家河村的红薯迎来了大丰收。绿油
油的红薯地里放眼望去，一堆堆刚挖出
来的红薯摆满了田间地垄，个个体态饱
满，一担担红薯从田里往外拉，种植户
的脸上也挂满了笑容，享受着收获带来
的喜悦。

村民张明明正忙着往筐里装红薯，
片刻间便拾了满满一筐红薯。今年是
张明明种植红薯的第二年，有了第一次
的种植经验和客户积累，他对今年的收
成充满信心。“家里一共种了 3亩地的
火焰山牌老红薯，亩产可达 1500多公
斤。我那天拉到集市上一天就卖了
1300元，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一亩地
卖个八九千元不是问题。”张明明一边
捡着红薯一边开心地说。

杨家河村党支部书记杨小军作为
村里红薯种植的带头人，这些日子可是
忙坏了。

“昨天在包扶单位的引荐下，延安
万达公司订购了咱们 400箱火焰山红
薯，我现在得抓紧时间包装，赶下午给
人家送过去。”杨小军仔细地包装着刚
从地里挖出来的红薯。

由于红薯生长周期短，中期管理较
轻松，同时也减缓了农户的农活压力。
杨家河村种出的红薯颜色鲜亮诱人，口
感绵甜可口，香甜无丝，红薯还没有出
土，就已经被订购出去不少，还有到田
间地头采挖购买的，红薯不愁卖。

从以前每亩玉米最多卖 1500元，
到现在的每亩红薯能卖到 9000元，杨
家河村越来越多的人都想加入到红薯
种植队伍中。“种红薯也不是什么地都
能种，我们村是沙地，还利水，种出来的
红薯才能香甜软糯。”杨小军介绍道。

在杨小军的带领下，杨家河村这三
年共发展了红薯种植户20余户，吉子现
其他川道村子的红薯种植面积也从最
初的200余亩发展到现在的750余亩。

“红薯产业是吉子现川道村近年来
探索发展的一个特色产业，主要涉及杨
家河，山川驿，河南三个村。与往年相
比，今年的亩产品质均有了较大提升，销
路也比较好。”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张广林说，明年我们将依托合作社，在扩
大产业面积、推广优良品质、延伸产业链
条、品牌营销上下功夫，使这个产业真正
成为川道群众的致富产业。

在婆婆的眼里，岳凤是“贴心棉袄”；在孩子的眼里，岳凤是“了不
起的妈妈”；在邻居们的眼里，岳凤是“翘大拇指的好媳妇”；在村民的
眼里，岳凤是“孝敬长辈”的模范……

岳凤是一个孝顺人，更是一个心存大爱的人。自 2011年从河南
远嫁到富县北道德乡纪路村，面对公婆以及聋哑三爸，她没有抱怨，
十几年如一日地照顾他们，无微不至、从不抱怨。岳凤用实际行动尽
到了一个普通儿媳、妻子的责任，用言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岳凤丈夫的三爸是先天性聋哑人，膝下无儿无女，丈夫家一直以
来和和睦睦、互帮互助，丈夫把三爸看得特别亲特别重要。

常言说得好“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是媳妇。丈夫的心思被
岳凤看在眼里，她反过来还劝丈夫：“既然我们是夫妻，照顾老人就是
我们应尽的责任，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我一定
会照顾好老人，让他们幸福健康地生活。”

从此，岳凤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单薄的身体支撑起了这个家，
她既要务果园，又得操持家务、教育孩子，更重要的是细心地照顾公
婆和聋哑的三爸，她累得满头大汗，浑身酸痛，但从不与丈夫抱怨。

岳凤的三爸由于身体原因未成家，岳凤公婆为了方便照顾聋哑
的弟弟，便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由于自己公婆的年纪越来越大，照顾
家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岳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管平时家里有多
忙，她每天都会抽出时间陪老人解闷。天气变化的时候，她会提前提
醒老人多加衣服，嘘寒问暖，端水递药，她对老人既细心又耐心。有
时照顾孩子和农活实在忙得抽不开身，她总会提前为公婆和三爸准
备好一天的生活必需品。

三爸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也无法用语言表达，生活自理能力差，
时间长了身上难免有气味，可岳凤不嫌弃。老人头发长了，她就帮老
人理发；天气冷了，她及时为老人加衣添被，看到老人乐了，她心里比
蜜还甜。

岳凤的孝顺在邻居口中相传，但岳凤面对别人的称赞，她总是淡
淡地说：“侍奉公公婆婆以及聋哑三爸、抚育儿女，是我该做的分内
事，我每天过得都是好日子。”

“我这个儿媳心细、有耐心，从不抱怨一句，从不因肩上的担子重
而发一次脾气。结婚这么多年的朝夕相处，她和我们从没有红过脸，
时时处处照顾着每个人。耳濡目染，孩子们也争着孝顺老人。”岳凤
婆婆幸福地说道。

本报讯（通讯员 窦关祥）近日，宜川县古贤110千伏输
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入运行。这是国网延安供电分公司在宜
川县建成的第三座110千伏输变电站。

古贤 110千伏变电站位于宜川县云岩镇井家村，占地总
面积6.4亩，该输变电工程属于2022年县级重点项目，工程在
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和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各参建单
位的共同努力下，于 2021年 6月份开工建设，2022年 9月 30
日建成投运。

随着该输变电工程的投运使用，不仅解决宜川县天韵清
洁能源有限公司的用电需求，也满足了规划中的化工园区阁
楼板块项目建设及其周边区域农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为周
边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更加可靠、稳定、安全的电源，进一
步加强了区域电网结构，对宜川县的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

本报讯（通讯员 高诚 张温蓉）连日来，延川县开展校
园及周边环境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在校园周边，对检查发现
的商铺门口乱堆乱放、食品与非食品混放、个人生活区与餐饮
服务区未按要求有效分离等现象，提出了整改意见，并要求限
期整改；对未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进行批评教育，并要求停
业整顿。

同时，检查组进入校园，对校园门卫室、食堂、消防设施、
报警系统等进行了检查。对发现的防护装备摆放不规范，灭
火器压力不足、一键报警系统不能与公安网连接，食堂油烟净
化器清洗不彻底、未建立清洗台账等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
并要求限期整改。

据悉，延川县将继续联合相关职能部门通力协作、打
好监管“组合拳”，坚持校内校外“两手”同时抓、“两手”都
要硬的原则，全力提升校园周边环境质量及校内安全保障
水平。

岳凤：心存大爱写“孝道”
通讯员 任桥桥 杨雪

古贤110千伏
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

专项整治
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红薯出垄 农民增收
通讯员 郭凌玥 杨雪

● 村民展示挖出的红薯

县区特写 XianQuTeX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