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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反馈说我们的苹果品质确实不错，着色、
口味都很统一……”

“网店已经有好几次连续3个月零差评了……”
“这才是正宗的洛川苹果……”
各大营销平台和专卖店好评如潮，洛川苹果逐

渐成为消费者喜爱的苹果品牌，受到消费市场的认
可。

洛川苹果从无到有，一步步发展壮大，截至
目前，在国内一二线城市建有洛川苹果专卖店

143个，批发门店 42个。“美域高”“顶端果业”“延
刚”“王掌柜”多个企业品牌，连续多年被延安市
果业中心授予“延安市苹果十大品牌”“延安市十
大销售企业”和“延安市十大线上销售企业”称
号。

如今，洛川苹果已成功出口中东、西欧等 30多
个国家，高端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并成为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专供苹果，2010年广州亚运会专供苹
果、上海世界博览会接待专用苹果。

“我们要乘着东风继续前行。今后，在全产业
链建设过程中，按照优化前端、培育中端、提升后端
的手法，做好全产业链建设，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

‘内外兼修’提升洛川苹果品牌核心竞争力，助推洛
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今年内完成县内企
业‘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授权使用，努力打造

‘洛川苹果’千亿级民族品牌。到2025年，苹果产业
综合产值达到 200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 2万元
以上。”洛川县副县长张军旗说。

“我们种植的洛川苹果之所以能被选为‘飞天苹果’，

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生产环节都是标准化管理……”近日，

在洛川县槐柏镇洼里村苹果矮化密植园里，技术总监路

红珍早早就忙了起来，当再次谈到如何种出“飞天苹果”

时，他滔滔不绝，神采飞扬。

2022年，洛川苹果可是耍了3次“大牌”，作为航天

员营养品随货运飞船飞向太空。这一年，洛川苹果博览

馆被认定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产业园区被确定为省级

特色专业园区，洛川县被评为全省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典

型县；“洛川苹果”入选农业农村部“年度农业品牌创新发

展典型案例”；全县苹果总产量近106万吨，综合产值达

130亿元；《洛川苹果标准综合体》正式发布实施……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历届洛川县委、县政府紧抓苹果

产业不放松的真实写照，是洛川苹果产业历经75年发展

取得的丰硕成果。

擦亮“洛川苹果”地理标志品牌
通讯员 张敏 记者 樊小帅

“当时在苗木品种的选择上可真的是下了一番
功夫，从苹果产量、果形、颜色、大小等方面，都做了
认真研究和对比。”路红珍说。

经过一番选择，“飞天”苹果采购示范基地的果
农最终种植了以福布拉斯为主的品种，其种植面积
达到 90%以上，还有阿珍、九月奇迹等其他少量品
种，总种植面积为 105亩。2019年，路红珍等洼里
村18户果农在新建矮化密植果园时，对种植苹果的
品种可谓是进行了精心选择。

2022年是洼里村村民张建民种植矮化密植果
园的第四年，苹果销售情况格外喜人。直径 80mm
起步的苹果，每斤销售价格在 4.8元左右。10亩果
园竟然卖了20万元。

“没问题，肯定一年比一年卖得好。”对于今后
的苹果销售，张建民充满信心。

逐年变好的销售形势，也吸引着越来越多果农
的加入。目前，洼里村已有44户果农选择了矮化密
植种植模式，全村种植面积达到424亩。

新品种带来新效益，产生新收益。和洼里村的
果农一样，洛川县不少果农都尝到了新品种的甜
头，改建矮化密植园，种新品种。石头镇背固村崔
卫东种植的5亩矮化密植园秦脆，2022年卖了18万
元，平均每个苹果能卖到20元左右。路军种植的矮
化密植园免套袋品种阿珍红富士，去年以 3.8元每
斤的高价销售……

“1亩矮化密植园的产量等于2亩乔化园的产量，

发展矮化密植是未来苹果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洛川县
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王晓东说，目前洛川
矮化密植果园面积达12万亩，预计今后每年新建矮化
密植园2万亩，5年内新建10万亩，累计达到20万亩。

为推动苹果产业发展转型升级，洛川建立了槐
柏苹果研究院科创中心育种基地、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洛川苹果试验站，在优化苹果品种上鼓足力气，
大力开展育种科研。目前，洛川建成了国家级苹果
种植资源部，拥有 5000多种苹果种质资源、600多
个品种资源。洛川苹果从单一的红富士到如今的
蜜脆、嘎啦优系、烟富系列、岩富系列、福布拉斯等
优系品种在洛川大塬百花齐放，早、中、晚熟品种的
有机结合，为群众增收致富打下坚实基础。

“矮化密植提倡晚剪，剪树时间一般在惊蛰到
清明，修剪时，保持轻剪长放多留枝……”趁着农
闲，最近这段时间路红珍有空就给果农培训果树修
剪技术的相关知识。

作为洛川县槐柏镇洼里村矮化密植园“飞天苹
果生产基地”的技术总监，苹果每个生产环节路红
珍都会对果农进行详细指导。

“疏花疏果时到底该怎么剪怎么留，如何根据
苹果的红度和亮度确定采摘时间……”长期的系列
培训，让果农的果园管理水平提高了不少，管理果
园方面路红珍也越来越专业。

春耕时节，洛川 53万亩苹果园里，除了看到果

农辛勤劳作的身影外，还能听见机器的轰鸣声。
“咱也要紧跟时代哩，你看现在村上的人基本

都用上了耙平机、开沟机、苹果采摘机等这些机械
化农用工具，省时省力又省心。”洛川县交口河镇东
坡村果农李万兴说。

开春以来，洛川县紧盯果园管理提质增效目
标，扎实做好当前果业生产各项工作，组织果农开
展果树冬剪扫尾、刮除腐烂、清园等工作，确保今年
果树实现丰产、稳产。同时，严格按照技术规程，加
强矮化密植苹果标准园和防灾体系建设，为下一步
苹果产业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果农的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信

息愈来愈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也逐渐多样化，如
今，洛川的果农也在通过互联网不断学习新的果园
管理技术。土基镇席西堡村张建、杨舒便民服务中
心潘晓平等还通过抖音直播等形式，讲授果园管理
有关知识，直播间粉丝上万。交口河镇安善村李育
宏被选派到河南灵宝交流学习“老园改造提升”苹
果管理技术，还将自己学到的苹果管理技术汇总编
册，写出了《功能苹果绿色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汇
编》这本书……

据洛川县农广校干部张建银介绍，目前洛川县
职业农民为1578名，其中高中级职业农民超过200
名。

“必须把发展现代苹果产业作为根本任务，坚
持走全产业链发展道路，让洛川苹果产业始终走在
全国前列……”近日，洛川县委书记张继东在中国
共产党洛川县第十八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
对2023年及今后洛川苹果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果园管理中，防灾减灾是底线，否则一切都是
“白忙”。“防冻保花就是保产量、保收入。”这是果农
的共识，也是洛川人民的一场攻坚战。每到防冻保
花时节，洛川县多次举办苹果花期防冻培训、印发
《延安苹果花期防冻应知应会手册》、建立气温监测
点、挖建防冻坑……为防冻保花工作提供了坚实保
障。从县级领导、镇村党员干部到广大果农，每个
人都众志成城，当好“护花使者”。

苹果产业是洛川的支柱型产业，更是洛川人民
的希望。多年来，历任洛川县委、县政府一任接着
一任干，紧抓苹果产业不放松，连续出台了《加快现

代果业建设的意见》《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苹
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等多个指导性文件，
支持苹果产业发展。

2014年洛川县制定了《延安·洛川苹果技术规
范》，确保全县苹果生产从苗木培育、建园栽植、日
常管理、苹果营销等流程实现标准化管理。

2015年，县财政每年列资不少于60万元，由四
套班子领导及县委、县政府主管领导分别带队，相
关部门单位和企业参与，“走出去”赴洛川苹果主销
城市，通过召开宣传推介会、展览展示、免费品尝等
手段，开展实地宣传推介，并通过当地媒体采访、电
视专访、报刊报道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品牌
知名度。

2017年，洛川县开始大力支持苹果产业后整
理，对选果线引进每条补贴总购置金额的 10%，每
新建1000吨冷气库补贴35万元。

2020年 12月，陕西省将洛川县确定为苹果产
业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2021年 12月，延安市
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支持洛川县打造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的十条措施》，洛川县在广泛
征求意见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出《关于推进
洛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八项重点任务》，将从
矮化密植、优化品种、改良土壤、科技赋能、园区带
动等8个方面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
75年的风雨彩虹，洛川苹果先后历经技术推广、产

业开发、规模扩张、品牌建设和转型升级等阶段。
“进入‘十四五’时期，洛川苹果将立足乡村振

兴长远规划，围绕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
民全面发展总要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抓手，落实高质量发展要
求。”洛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晶说。

“2022年在政策的支持下，我给家里10亩果园
全部搭建了防雹网，穿上了‘防弹衣’，获得了1万元
的物资补助。苹果免受冰雹灾害，卖了个好价钱。”
洛川县黄章便民服务中心村民王华强说。

防雹网是果农增收的“保障网”，为保产量、稳
增收，黄章便民服务中心镇村干部进村入户，详细
给果农分析防雹网搭建成本、意义，通过灾前灾后
效益分析、算账对比，让群众认识防雹网搭建的必
要性，提高其抵御自然灾害的意识。

除此之外，黄章便民服务中心还以黄章村防雹
网搭建为示范点，辐射带动周边村组，全面建成黄
章万亩苹果防灾减灾应用综合体系建设项目，争取

达到果园防雹网建设“一户一园一网”。
“我们采用‘统一成本核算、集中力量备料、进

村扎点加工、互助小组搭建’的模式，积极动员果农
抱团取暖，相互协作缩减资金成本。目前，完成防
雹网搭建1068亩。”黄章村党支部书记李文强说。

苹果产业要发展，防灾减灾体系的建设必不可
少。在2022年洛川县印发的《关于推进洛川苹果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八项重点任务》里，明确了防灾减
灾体系建设的要点。如加强气象和防灾减灾知识
培训，增强果农防灾减灾的自觉性和有效性；认真
总结防冻防雹经验，加强历年气象、雹灾规律、防控
技术研究，制定操作规范，加大防冻设施配备和防

雹网搭建力度，努力实现精准有效防控。
“除此之外，我们还积极争取省、市气象局支

持，增设高炮防雹点，增加计划内炮弹供应指标，更
新防雹设备，加大对洛川县防灾减灾工作的倾斜支
持；加强苹果政策保险，力争提标扩面等。”洛川县
苹果产业管理局局长韩东辉说。

近年来，洛川县落细任务、抓实责任，有效推进
防雹网搭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县搭建防雹网 7.8
万余亩，做到县域内各大冰雹危害重灾区全覆盖。
切实为苹果架好防护网，为群众搭建丰收网，全力
推进苹果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为群众丰产增收设置
安全屏障。

创新品种助增收

果园管理强技术

政策支持有力度

防雹网成“保障网”

品牌价值再提升

● 丰收的喜悦

● 机械化施肥

● 村民观看“飞天苹果”

●《洛川苹果综合体》评审会

● 智能采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