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集中装箱发往全国各地

（上接第一版）
在90公里外的宝塔区烟洞沟村，说

不准什么叫“亩均论英雄”的马文昌，因
亩均 4.7万元的收入，成了当地实实在
在的“亩均英雄”，亩均苹果收入2万至
3万元。

210国道旁，是洛川县交口河镇安
善村果农李育宏的10亩“试验田”。

这个“试验田”里，全部是不套袋
苹果、高钙苹果，有“福布拉斯”“九月
奇迹”“秦脆”等品种。

谈起他的高钙苹果，李育宏坦言
其秘诀是肥料。

“三方复合肥、菌剂……”5年时
间里，李育宏不断调整用肥比例，终
于配出了适合高钙苹果的肥料。

在洛川苹果试验站内，不同品
种的苹果树有序排列。这里是国家
级苹果选种场，占地面积160亩。

“我们开展杂交育种，选育出
‘秦脆’等苹果新品种，还进行芽变
选种，比如‘延长红’是红富士的芽
变，该品种正在吴起等北部县区试
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研
究员、洛川苹果试验站站长安贵阳，
正与同事们选择适生优生品种在黄
土地“安家”。

这个苹果“育儿所”里，有国内
外 700多个优良品种，已育成杂交
后代万余个。

育种的、栽培的，生产农机具、
防雹网的，卖苹果和化肥的……在
延安，一个苹果，串起了一条完整的
产业链。

一颗小苹果，催生出了一个富
民大产业。

多年来，延安市立足自身优势，
瞄准产业前沿，握紧“苹果产业”拳
头，做精做优基地，补齐品牌短板，
以“构建现代化全产业链”的“一点
突破”，带来结构优化、模式创新、要
素完整的全新产业链条，让从黄土高
原山坳坳“走出”的小苹果，不仅去了
北上广，还香飘国外、遨游太空，让小
苹果挑起了乡村振兴的“金扁担”。

“经过多年发展，延安苹果产业
在种植规模、持续效益、科技生产等
各方面都已达到或接近‘天花板’，整
体水平跃进全国领先行列，小苹果为
全市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
民持续稳定增收作出重大贡献。创建
全国苹果高质量先行区，我们有能力、
有水平也有底气。”路树国说。

最强大的产业
今年 5月 10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正

式对外公布了《关于支持延安建设全国苹

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若干措施》，包含稳定核心
产区种植规模、推进品种培优和苗木繁育、壮大
果品加工业、打造苹果贸易集散地、培育知名品
牌、推进三产融合、强化科技支撑、创新金融支持
等 12条支持措施，并明确了职能机构落实支持
措施的责任分工。

7月 10日，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建设全国
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方案》明确了
目标，确定到 2025年，全市苹果种植面积稳定
在 330万亩左右，产量达到 470万吨以上，鲜果
产值和全产业链产值分别达到 280亿元、600
亿元，优果率达到 85%。同时，通过提升生产
水平、完善产业体系等各项举措，建成全国面
积最大、品质最优、效益最好、实力最强的苹果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成为全国苹果生产研发核
心区、加工贸易集聚区、黄土高原苹果旱作节
水集成示范区、金融支持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蒿慧杰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苹果产业发展，多次赴县区调研果园管理、防
灾减灾、果品加工销售等工作。市长严汉平多频
次调研指导果业生产、产业链和重点项目建设情
况。分管领导召开会议对先行区建设重点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开展调研，各项工作正在高效有
序开展。

来到洛川国家苹果科技创新中心的一处示
范园，仔细观察，这些苹果树之间，水肥一体化滴
灌管道连接着每一个树根，滋养果树于无声之
中。

每 2到 3列苹果树的前面，都贴有一个红色
的牌子。“瑞雪”“秋红嘎啦”“红科普”……每个牌
子上都写着苹果品种名和品种简介。

该中心负责人杨辉介绍说：“项目区涵盖了
洛川县北部的6个乡镇，已建成1000亩核心矮化
密植示范园和500亩世界苹果种质资源圃，还系
统集成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土壤改良等技
术，引领全县建成矮化果园 14.6万亩，为示范带
动洛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了平台。”

品种培育、技术革新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
科技支撑。“聪明”“智慧”的产后处理，让好苹果
卖上好价钱。

洛川青怡公司内，红彤彤的苹果经过分选
机，不断运送到各条生产线上，然后进入包装
箱。不远处的屏幕上，苹果大小、光泽、糖度等特
征被区分得清清楚楚，犹如做“CT”。

这条 4.0数字化苹果分选线，日分选加工量
可达 200吨。在洛川，这样的智能选果线有 36
条。

“智能选果线大大提高了分选效率和精准
度，提升了苹果的商品化率，再配上漂亮的包装，
真正让好苹果卖出了好价钱。”洛川县副县长张
军旗说。

实施苹果老园升级改造，助推产业提质增
效。

“中指塬的苹果树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栽种的，存在树龄老化、密度大、光照通风不好、
土地肥力不足等问题。去年以来，我们全力推行

每棵树施20斤农家肥、亩保留40株树、亩产值3
万元的‘243’管理规范，全镇老园改造面积已达
到4万亩。”富县羊泉镇副镇长梁红强说。

“我们在生产、销售、加工等方面出台了一系
列扶持政策，让更多的果农、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全力守好苹果这个最好、最适合的产业。”富县果
业技术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主任王延林说。

种下苹果树简单，而长成“摇钱树”并不容
易，防灾体系就要为果业高质量发展撑起“保护
伞”。

宜川县秋林镇冯家岭村村民强金平家有 16
亩果园，去年刚进入挂果期。为了有效降低因冰
雹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强金平为 16亩果园搭
建了防雹网。“政府每亩给我补贴600元，节省了
不少搭建成本。”

宜川县有 6条冰雹带，涉及 12万亩果园，6
万亩处于重灾区。“今年，市果业中心下达了
7000亩的搭建任务，目前我们已经搭建完成 1.6
万亩。”县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张海军说。

今年，我市将果园防雹网建设确定为民生实
事项目，全市下达5万亩防雹网建设任务。“我们
将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意识，为建
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奠定产业基础。”
市果业中心生产科科长刘光东说。

把“苹果+”贯穿于先行区建设全过程，大力
实施品种培优、品质提升、产后处理、三产融合、
品牌提升“五大工程”，构建市场营销、果业经营、
人才队伍、防灾减灾“四大体系”，搭建科技研发、
检验检测、会展交流“三大平台”，我市将以此为
目标，聚焦果业现代化，以提高苹果产业质量效
益和竞争力为核心，以延链补链强链升链为路
径，以科技创新和项目建设为支撑，让果业更强、
果农更富、果乡更美，切实把延安打造成全国苹
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最领先的产业
走进洛川县交口河镇京兆村矮化密植果园

内，放眼望去，鳞次栉比的定直杆一望无际，一株
株苹果树苗郁郁葱葱。

京兆村矮化密植园是洛川县苹果产业集群
一期项目果园改造示范点，也是交口河镇苹果高
质量发展示范园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示范
园2019年建园，面积522.3亩。

“我有14亩果园，今年产业集群项目落户到
我们村，我改造了 7亩果园。在项目支持下，我
省下了六七万元，另外7亩乔化园后期准备全部
改造。”水渭村果农郝小军说。

果园提升改造只是项目建设的缩影。为巩
固和扩大苹果产业建设成果，洛川县从 2021年
起实施苹果产业集群一期项目，分 3年完成，年
均投资10亿元左右，建设内容包括基地建设、科
技研发、冷库改造、防灾体系建设等。

洛川县苹果产业集群一期项目包括洛川县
国家级苹果科技创新中心项目、洛川县鑫煜祥防
雹网及防雹网自动收放支架项目等 4个子项
目。一期项目建成后，预计亩均产值 3万元，年
税收1870万元，带动就业约5.5万人。

“通过项目建设把洛川打造成集生产、加
工、流通、科技、服务为一体，凸显苹果高新科技
研发贸易和物流枢纽、后处理及精深加工国家
级苹果产业大数据中心优势特色的苹果产业集
群。”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王
晓东说。

在洛川国家苹果科技创新中心示范园内，栽
植着一行行苹果树，果树上方搭建了防雹网，树
根旁铺设了滴灌水管和黑色地布，地上种植着豆
科植物三叶草保墒，翻犁后根部可为土壤提供氮
肥和有机质。利用示范园的示范作用，洛川县逐
渐向果农普及了防雹网建设、保墒地布铺设、矮
砧苹果种植等技术，果农在示范园里学到了更新
的种植技术。

产业发展，人才先行。为了深入加快人才培
育，在全市果业行业中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竞
争氛围，带动全市果业人员技术水平全面提升，6
月 20日，市果业中心等联合相关单位举办了果
业“鸿雁”人才培育行动暨技术技能“鸿雁论讲”
竞赛活动，评选出“圣地金剪”“圣地名讲”。

除此之外，相关部门还组织开展果业现场培
训活动20余场次，培训1500人次以上；开展百万
农民线上大培训4场次，点击量达300万次；全市
开展线下培训3900场次、培训人员26万人次；县
（市、区）举办各种形式的技术比武活动66场次，
参与人数4061人。

这只是我市凝心聚力、精准谋划创建苹果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的一个缩影。

创建工作开始以来，市委、市政府及各相关
部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果业现代化，全
市改造老园 16.97万亩，落实美丽果园创建 43
个、高质高效园创建 42个；推广旱地苹果无支
架密植高效栽培“3332”模式 12.3万亩，建成果
园防雹网 7.3万亩；繁育“洛川 1号”“洛川 2号”
观察株 1000株，建成品种筛选及砧穗组合试验
的优系品种中试小区 6个，实施品种改良 1.3万
亩；吴起楸子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全面启动，完
成野生楸子资源普查 6041亩，繁育楸子苗 62万
株；金融支持苹果产业发展，推出“金苹果贷”

“小微快贷”等金融新产品，上半年，发放苹果产
业贷款 73.75亿元；全市完成苹果保险 50.6万
亩，总保费 5418.5万元，“保险+期货”预计总规
模 8万亩 4500万元等，创建先行各项工作高效
有序开展。

目前，我市围绕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
科技创新，持续延链补链强链，推广普及苹果标
准化关键技术，装备智能选果线，建设苹果仓储
运输冷链体系，培育壮大果业龙头企业，打造“延
安苹果”“洛川苹果”两大全国著名区域公用品
牌，促进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路树国表示，下一步，我市将以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以全产业链建设为基本路
径，实施“五大工程”，构建“四大体系”，深入推进
全产业链建设，不断提升价值链，提高苹果产业
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筑强产业兴旺基础，让农民在全产业
链上获得更多收入。

● 延安苹果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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