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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2021年 6月 17日 9时 22分，中国航天神
州十二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成功
发射。此次神州十二号升空，跟随航天员一
起的还有新鲜水果。特别是 2021年 12月 9
日下午，中国空间站举行的首次太空授课活
动——“天宫课堂”中，王亚平变身“太空教
师”，在向大家介绍空间站工作生活环境时，
特别展示了“太空厨房”冰箱中存储的苹果，
其中就有从洛川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早熟富
士苹果。

作为打破中国航天员只能吃冻干水果的
历史的陕西苹果，在跟随神舟十二号航天员
进入天空后就成为了“网红”。神舟十三号太
空出差三人组在太空工作的 183天里，陕西
苹果一直相伴，为他们提供能量和营养同时，
也刷新了鲜食苹果在太空的多项新纪录。

如何确保苹果种子安全？根本出路在科技。
与康振生院士工作站合作形成了《苹果产业科

技成果（洛川）转移转化服务中心方案》，进一步推进
产学研机制完善。

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同签署了“百校连百县
助力乡村振兴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同时举行了“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乡村振兴实用技术人才培训洛川基
地”授牌仪式。

召开洛川苹果高质量发展战略咨询会，来自中
国工程院农业学部的8名院士现场为洛川苹果产业
发展“把脉开方”。

举行了苹果产业技术成果（洛川）转移转化服务
中心揭牌暨成果转移转化大会，转移转化苹果产业
技术体系成果一项，并邀请束怀瑞院士工作站、国家
苹果产业体系专家，围绕“洛川苹果”高质量发展召
开了果乡大讲堂学术交流。

……
长期以来，洛川县积极开展交流合作，聘请了

56名全国知名的科学家，建立院士工作站，成立苹
果研究院。攻克国家级种质资源圃受国外知识产权
保护的影响，种质资源引进困难，种质资源评价利用
基因排序鉴定科研力量不足等亟待解决的种源等

“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
洛川县委书记张继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晶多

次带领农业农村局、苹果产业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下
乡调研，与果农“拉话取经”。

2022年4月14日，洛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先
行示范区建设座谈会召开，邀请国家苹果产业体系首
席科学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院长马锋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邹养
军、安贵阳，山东农业大学毛志泉、姜远茂、陈学森及
苹果种植大户、经销企业代表围绕如何破解当前苹果
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进行讨论发言，为洛川打
造成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言献策。

洛川抓住机遇，引进配套智能选果线 36条，选
果能力达到240吨/小时，可满足60%的果品分选，建
成冷气库68万吨，储藏能力达67%。国内最先进的
3万吨智能冷气库落户洛川苹果产业园区，开创了
中国智能高新科技冷库的先河。

洛川县委、县政府还先后组织科研人员开展矮
化密植栽培、旱作节水灌溉、土壤改良处理、化学疏
花疏果、不套袋生产、精准防冻防雹等“接地气”的科
技研发，就是想针对科技到果农“最后一公里”割裂
的问题，力争用3至5年时间，统一品种，形成核心竞
争力，真正把科研成果写在了果乡大地上。

从第一棵苹果树到全国苹果产业的排头兵，洛
川苹果产业在发展道路上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个
苹果专业县建设、第一个苹果“一县一业”建设、第一
个推广“四大关键技术”、第一批苹果产业“转型升
级”示范县，全国第一个颁布实施农产品地方标准，
全国唯一整县通过国家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认证……

“继续加强苹果科研工作，注重科技赋能，在大
力支持苹果产业创新发展的同时，下大力气开展芽
变研究，培育适合洛川的优势新品种，为苹果基础性
前沿的科学研究提供材料，为抢占世界苹果科技制
高点提供基因资料。”谈起洛川苹果的未来发展方
向，张继东信心十足。

曾经的洛川，通过一棵苹果树，改变了群众的生
活。今天的洛川，也希望再通过一粒种子，让 22万
人吃得更好，让洛川人民的饭碗端得更牢。

洛川县建立国家级苹果“基因库”

向着“苹果硅谷”进发
通讯员 冯妮娜 记者 樊小帅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子好不好，事
关人民饱不饱。同样，对于22万洛川人民
来说，苹果种子犹如“国宝”。自1947年，
第一棵苹果树在洛川塬上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到洛川苹果品牌价值达到687.27亿元，
成为全国农产品第二、水果类第一的知名品
牌，苹果真正成为洛川人民的“平安果”、“幸
福果”和“致富果”。如何正确选种，端稳、端
好“苹果”这碗饭，这也是历届洛川县委、县
政府亟需破解的难题和努力的方向。

洛川县是全国闻名的“苹果之乡”，栽
植历史悠久。全县苹果种植面积达 53万
亩，占耕地面积的80%，农民人均3.3亩，居
全国之首。该县 95%的农民从事苹果产
业，农民收入的96%来自于苹果产业，连续
10年洛川农民纯收入超万元。

近年来，洛川苹果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出现了“一果难求”的局面，“洛川苹果效
应”引起了农业部、陕西省、延安市各级领
导和相关部门的关注与支持。

2011年，农业农村部将全国唯一的苹
果原产地批发市场落户洛川，着力将洛川
打造成引领中国产业发展的“航母”。

2014年，洛川县颁布了《延安·洛川苹果
技术规范》，从苗木培育、建园栽植、标准化管
理、苹果营销等流程上实现了标准化管理。

2016年 6月 4日，时任农业部部长的韩长赋
来洛川调研，在对洛川县苹果现代产业建设等方
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的同时，希望把洛
川打造成要素聚集、功能齐全的国家级苹果科技
创新中心，引领中国苹果产业转型发展，占领世界
苹果科技制高点。

按照农业部的要求，部科教司于 2016年 6月
14日至16日及时组织相关专家，经实地考察论证
后，形成国家级苹果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框架。

2016年，洛川县围绕打造世界一流苹果产业
体系目标，启动“国家级洛川苹果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为我国苹果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光明之路。

2020年，洛川县委全委会通过《贯彻新发展
理念推动洛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被陕
西省委确定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

2020年10月，洛川县的苹果产业综合产值已
突破百亿元大关。

2021年，洛川苹果线上销售额达12.58亿元。
百亿元之后，应该怎么办？
答案是明确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品种单一、富士系列一枝独大是中国苹果存

在的现实问题之一。目前，洛川苹果生产基地逐
年老化，筛选适合洛川的多元化新品种，是保证洛
川苹果基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所以研
究探索洛川苹果生产的实用型技术，提纯选育苹
果的新优品种迫在眉睫。

“一任接着一任干，始终围绕苹果转”，坚持
“果农需要什么，我们就研发什么”，作为陕西苹果
的“代表符号”和中国苹果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洛川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坚守初心，正在努力破
解难题。

“这是台湾林檎，这是西蜀海棠、楸子、
花红……”在国家级洛川苹果种质资源圃，
延安市果业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安金海一遍
遍地给记者介绍着。

安金海是地地道道的洛川人，从事苹
果研究 37年，多次当选延安市人大代表、陕
西省劳模、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被称为洛
川苹果发展的“领军者”。作为长期在苹果
生产一线成长起来的技术型领导，安金海
深谙苹果树生长规律，能把握苹果技术发
展方向，深得洛川果农信任，并亲切称他

“老安”。
据安金海介绍，国家级洛川苹果种质

资源圃（基因库）是国家级洛川苹果科技创
新中心核心项目之一，占地面积 254亩，有
资源展示区、资源保存区、资源繁育观察

区、矮化高效栽培示范区、资源创新利用区。圃内
资源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郑州果
树研究所和国家现代苹果产业体系等提供，涵盖了
欧洲、美洲、亚洲等地各种资源。

种质资源就是基因资源，资源圃就是基因库。
近年来，安金海和同事们对世界种质资源有计

划地收集、引进、保存、鉴定、评价和利用，筛选优
异种质，为品种选育提供种质基础，为推广优良品
种提供鉴定场所，优化苹果种植结构，促进苹果产
业的转型升级。同时对苹果种质资源建立规范化
标准化数据库，对核心种质资源进行DNA备份保
存，为苹果科学研究提供材料。

2021年之前，洛川县保存的苹果属植物有 31
个，2021年在农业农村部的协调下，又从澳大利亚
引进2个苹果属植物。

“全世界有苹果属植物 35个，仅洛川县保存的
苹果属植物就达33个，共引进5000多份苹果种质资
源，是中国苹果属植物保存最全的库，通过田间、冷
库、枝条、选种场等 4种方法进行保存，建立了世界
苹果基因库。”安金海骄傲地说道。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洛川苹果试验站负责建设
的国家级苹果选种场也是国家级洛川苹果科技创新
中心核心项目之一，设置了初选圃、复选圃、决选圃
以及新品种优质高效栽培示范区等功能区，占地面
积 160亩。2019年栽植苹果品种 600种，实现当年
栽植当年挂果。

“站上这几年开展的苹果品种选育工作一种是
杂交育种，选育出‘秦脆’等苹果新品种，另外一种是
芽变选种，像选出来的‘延长红’是红富士的芽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研究员、洛川苹果试验
站站长安贵阳介绍，“我们还会把国内外的品种、各
个国家主栽的品种都引进并进行筛选对比，目前这
里的选种场共有国内外 700多优良品种，这些品种
经过一两年我们再进行研究，然后选择适合的品种
扩大试验栽培，为洛川苹果的下一步发展提供技术
的支撑。”

国家级洛川苹果科技创新中心的另一核心项目
是世界苹果新品种新技术展示园，通过将苹果生产
和特色景观深度结合，配套苹果文化和地方特色风
情元素，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中国园、陕西园、延安园、
洛川园、采摘园和苹果公园。

国家级洛川苹果科技创新中心经过近 6年的
建设成效显著，先后接待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国、
英国、日本、意大利等国苹果专家开展技术交流 20
多场次，接待山东、辽宁、河南、山西等国内苹果主
产区参观学习 1000场次，接待果农参观达 5万人
次。先后开展了苹果矮化栽培技术，不同新品种对
比试验，苹果新品种杂交育种，肥水一体化智能化
试验，苹果有机栽培，人工疏花疏果，全机械化作
业，苹果主要病虫害发生规律、苹果免套袋植保技
术体系，增强植物抗病性等研究 60余项。仅 2018
年发表研究论文51篇，出版著作1部。先后审定新
品种 6个，自主研发出苹果冰酒系列产品，申报专
利 1项。既发挥国际科技交流平台的作用，是科研
攻关卓有成效。

同时，依托当地苹果产业发展优势培养研究
生 8名，举办室内、现场等各类培训 100场次，培训
果农 1万人次，培养地方技术骨干、职业农民 200
名。接纳本科生实习实践 500人，培养研究生 15
名。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在
前
行

1

下
大
力
气
培
育
优
势
新
品
种

2 初夏的洛川县，空气中弥漫着果花味、
油菜花味，蜜蜂在田间嗡嗡嗡的采蜜声，农
业机械轰鸣的机器声，果农们的吆喝声、笑
声，时近时远，多种声音夹杂在一起，好一派
田园风光。

5月 11日，走进洛川县苹果产业研发
中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彩色防雹网，在彩
色防雹网的照耀下，苹果花、油菜花像被披
上了一道道彩虹。

“彩色防雹网有五种颜色，会根据气温、光
照等起到不同的作用，目前还属于测试阶段。”
洛川县苹果产业研发中心主任李前进说。

据李前进介绍，洛川县苹果产业研发
中心分为四个区，分别为新品种引进观察
区、砧穗组合观察区、芽变筛选培育区和综
合技术集成试验区，也是束怀瑞院士（洛
川）工作站科研实验基地。

“基地作为院士工作站、苹果研究院专
家的实验示范基地，为专家研究探索适合

洛川乃至渭北旱塬肥水一体化、省力化、有机栽
培、数字智能等苹果新优技术研究提供平台，通过
实验研究总结出‘洛川模式’苹果生产技术。”李前
进说，通过在洛川境内乃至周边县区开展苹果品
种选优，选育适合当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苹果优系品种，保证基地在更新换代过程中常新。

芽变是体细胞突变的一种，一般表现在枝、
叶、花、果及物候期、成熟期等特征和特性上。选
择突变芽及其成长的枝，经过无性繁殖可以创造
出新品种称芽变选种。如元帅系苹果中的许多品
种，都是利用芽变选种所得。

每到苹果着色的季节，李前进和同事们就会
穿梭在洛川各个村落的果园，进行苹果芽变筛选，
若遇到好的苹果芽变，进行标记，并以 300元/个
的价格进行采集，冷藏备用。

苹果芽变筛选是品种常优、常新的基础保障，
为了深度挖掘芽变资源，每年的9月份，洛川县苹
果产业研发中心会利用“洛川宣传”公众号、“果讯
通”宣传平台，各种培训会等发布《洛川县苹果新
优芽变品种筛选公告》，面向洛川乃至周边县区征
集以红富士为主的苹果优系和芽变信息。

“这个是洪福梁村的、这个是从下桌子村的，
你把这些一定要登记正确，这样才能正确开展芽
变研究。”技术员曹新平一边给苹果树嫁接，一边
叮嘱一起干活的李广进记录着。

开展芽变研究并不是一个月、一年、两年就会
得到研究结果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嫁接、跟
踪观察，再决定是否适应栽种，需要经过5至10年。

目前，李前进和他的团队已经以洛川为核心，
发动果农提供芽变信息1000多条。此外，他们还
开展省力化栽培技术、果园培肥技术、果实内在品
质提升技术和果园新型产品研究。

“我们还申请了4个专利，有苹果简易储藏框、
简易迷雾装置、2个简易防冻设备。”李前进补充说。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洛川县苹果
产业研发中心筛选收集洛川本地芽变单株190个、
优系32个，搜集引进红富士优系品种资源 20个、
黄色苹果品种 4个，嫁接芽变 60个、优系品种 20
个，红富士品种优系提纯区域面积达到20亩，在槐
柏试验示范基地储备具有竞争力新品种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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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广进（左）对苹果芽变进行登记

● 安金海（左）介绍资源繁育观察区用途

● 曹新平嫁接苹果树

● 李前进（左）给果树进行拉枝

● 国家级洛川苹果种质资源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