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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小小果袋真神奇，生物防
治作用大，里一层，外一圈，自成
绿色生态圈……”9月20日，在洛
川县凤北幼儿园朵朵三班，老师
正在上“神奇的果袋”这一课，孩
子们清脆地打着快板，不一会儿
就记住了这段100多字的果袋介
绍词。

“苹果特产店”里，小小“售
货员”正在给顾客推销产品。隔
壁的“苹果煎饼店”里，小朋友们
围着围裙，带着厨师帽，认真地
切着自己小案板上的苹果，切好
后的苹果丁，被老师榨成果汁和
面粉和起来，摊出一张张苹果味
的小煎饼，小朋友们开心地把煎
饼装盘分享给大家品尝。

“这样的区域活动，发挥了
‘墙壁会说话，角落能育人’的功
能，在玩中就能让建设美丽果乡
的梦想渗透进孩子的心田。”凤
北幼儿园的园长贾军玲说。

“春天一园花，夏天一园绿，
秋天一园果，冬天一园梦。”苗苗
二班正在跟着老师学跳《红苹果
之歌》的舞蹈。2017年 12月，这
首凤北幼儿园的园歌，曾登上
CCTV少儿频道“大手牵小手”节
目。

洛川县东关小学的鲁利平
校长至今都记得，自己当年在延
安上中专的时候，总想着能为家
乡做些什么。平时在学校就注
意搜集果树种植的资料，每个暑
假都会约上自己上农校的同学，
到各个村镇去“巡回演出”，义务
培训农民果树栽种技巧。

在他印象中，自己那一代人
生活条件的好转，多亏了苹果。
所以，参加苹果文化进校园座谈
会时，他内心就无比赞同。除了
县里安排的规定课程和活动，他
在东关小学发起了“认领一棵苹
果树”的活动。认领了苹果树的
孩子，兴趣高涨，亲自体验果树
的精细化管理，每到周末，班级
群里几乎被孩子们进果园干活
的视频和学生家长的点赞夸奖
刷了屏。

苹果文化进校园后，与果乡
学生们发生的神奇化学反应，往
往都是始料未及的。

“在苹果文化课上，我才知
道父母务果有多艰辛。我们之
前却把这些来之不易的食物随
意浪费掉，真的特别不好。”洛川
县北关小学三年级三班的习晨
曦说出了不少孩子的内心想法。

如今，“苹果第一村”阿寺
村、“小江南”黄连河村、风景如
画的芦白村等一批宜居宜业宜

游的美丽示范村也成为了
各个校园的苹果研学

基地。
历 尽 天 华

成此景，人间
万 象 出 艰
辛 。 洛 川
的党员干
部 、老 百
姓在并肩
战斗 、团
结奋斗中
收 获 了 一
个 个 成 功

的喜悦。洛
川苹果从现代

果业建设走向高
质量发展，53万亩苹

果园不仅成为洛川大地
的绿水青山，而且成为老百姓
致富的金山银山，无论产业扶
贫、苹果产业后整理，还是高质
量发展都成为中省市的标杆示
范，群众也过上了幸福快乐的
好日子，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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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的洛川，层林尽染，果实挂满枝头。无论是行走在国道、省道还是乡间小道，都能闻到沁人心脾的苹果香。走进果
园里，果农不是忙着卸果袋，就是忙着铺反光膜，反光膜晒着太阳，果园到处闪着银光，喜悦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踏平坎坷成大道，小苹果成了大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洛川县委、县政府一届接着一届干，加速规模质量发展，不断开拓市
场，走出了一条富民强县的实践路径。

2016年 10月 12日，在洛川
县举办的首届世界苹果大会
上，时任国际园艺学会主席罗
德里克·德鲁参观了果园、品
尝了苹果后，竖起大拇指称
赞：“延安在这样的自然环境
下，把果园管得这么好，特别震
撼，堪称楷模！”

2017年 10月 18日，党的十
九大隆重开幕。苹果盆景被摆
放在人民大会堂所有代表通道
的两旁。许多代表都被两旁的

“迷你”苹果树吸引了。时任美
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洛川苹
果盆景也被作为植物景观，装
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

2022 年 6 月 5 日 10 时 44
分，随着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一起升空的，还有洛川人种出
的洛川苹果。此次，也是洛川
苹果第 3次被选为航天员太空

“出差”的必备水果。
洛川苹果凭着“外在美”和

“内在美”，从不起眼的小苹果
成为“航天水果”和致富“金果
果”。洛川苹果名气越来越大，
品牌价值达到687亿元，成为全
国农产品第二、水果类第一的
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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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洛川县出台
《关于推进洛川苹果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八项重点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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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
过搭建防雹网、防冻设施配备、
政策保险等措施，增强防灾减灾
体系建设。加强品牌保护，通过
注册洛川苹果商标、建立洛川苹
果品质标准等，努力将洛川苹果
打造成千亿级民族品牌。2022
年8月3日，《洛川苹果标准综合
体》通过市级评审。

洛川苹果不仅成为各大一
线超市的“网红果”，还先后出
口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加
拿大、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国际
市场。外交部也将其确定为

“国宾礼”，摆上了国家级和世
界级重大活动的国宴招待台，
并多次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元
首和国际政要。

2017年 3月 2日，全国政协
十二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
上，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向
到会记者讲述了“洛川苹果”由
昔日“柴棒棒”发展为“摇钱树”
的故事。

2018年全县73个贫困村达
标退出；2020年年底全县贫困
发生率由 2015年年底的 4.89%
下降至现在的 0%，贫困户全部
脱贫。

洛川县连续 3年被省上评
为脱贫攻坚工作先进县和财政
扶贫资金绩效考评先进县，
2020年代表陕西省通过国家脱
贫成效考核，被国务院扶贫办
确定为全国扶贫交流基地县。

2021年 2月 25日，洛川县
苹果产业管理局荣获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洛川是一个以苹果为主导
产业的农业县，苹果种植面积
达到了53万亩。由于区域自然
条件差异和因病、因残或缺劳
力、技术等原因，2015年全县仍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487 户
10724人，贫困村73个。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洛
川县委、县政府按照“果业富
民、产业兴村”的思路，始终把
脱贫攻坚作为全县头等大事和
第一民生工程来抓。

在洛川县交口河镇甘罗村，
对于身高仅有1.1米高、稍微一碰
一磕就会骨折的屈万平来说，过
上正常的生活已经很难很难。然
而，屈万平没有向困难低头，他不
仅有淘宝店，还有微店，生意做得
红红火火，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赵稳心，洛川县老庙镇杨武
村人，从小脊柱变形，严重驼背，
妻子双腿神经受损，两人干不了
重活。脱贫攻坚工作开始后，帮
扶干部和他一起制定了发展苹
果产业实现增收的脱贫计划，短
短两年，他家的人均纯收入从
1700元增加到5533元，2016年，
他主动申请，摘下了贫困户的

“帽子”。脱贫后，赵稳心经常用
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激发身边
贫困户的斗志。

扶贫成绩“写”在百姓的笑
脸上，也凝聚在扶贫干部的汗
水中。羽坤祥、张志龙等第一
书记，他们用真情真心温暖着
群众的心窝。

土基镇，大力发展林下经
济，助推乡村振兴。

永乡镇，建设果业强、果乡
美、果农富的阿寺图景。

交口河镇，发展壮大集体
经济，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
“2021年果农人均纯收入

1.59万元，年度收入 10万元以
上的家庭户占到总户数的75%，
果业总产值超过 110亿元。”谈
起洛川苹果，洛川县委副书记、
县长张晶说，“连续10年洛川农
民纯收入超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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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9月20日，“#洛
川苹果”抖音话题突破11亿次播
放。

搭上电商快车的新果农，
从“面朝土地背朝天”到“眼观
六路耳听八方”，手机变成了

“新农具”，数据变成了“新农
资”，直播变成了“新农活”，通
过开拓电商销售新领域，促进
当地果农增收、产业富农、脱贫
奔小康。

“最近太忙了，苹果订购太
火爆了，每天都有将近5吨的出
货量。”洛川电商张秀秀说。

目前，洛川县已成功培育
出延美洛川苹果、果臻美、满城
红等一批新媒体企业营销账
号，涌现出了平哥平嫂、洛川苹
果大叔等本土农民网红，他们
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形式销售
洛川苹果，成为洛川电商销售
的新生力量。

“国庆节快到了，我们的第
十五届果博会也将在 9月 27日
召开，所以今天给大家送一大
波福利。喜欢吃洛川苹果的宝
宝们，一定要关注我哦。”9月20
日，在延美生鲜旗舰店的抖音
直播间，李萌正和粉丝介绍着。

据延美生鲜旗舰店的负责
人赵会琴介绍，2021年 9月开
始，他们开始在抖音直播销售
洛川苹果，日销售额最高达
5000多单 20多万元，累计销售
额达2000多万元。

由过去接触中间商到如今
直面消费者，电商平台让洛川
苹果能随时洞察和捕捉消费者
的喜好。洛川县不仅联合电商
平台制定了洛川苹果优品等标
准，还开展项目实验，严格进行
品牌溯源，让每个洛川苹果都
贴上了“身份证”，确保从农田
到餐桌的优果品质，更让苹果
卖出了好价钱。

“通过连续举办的洛川苹
果原创短视频大赛，极大激发
了洛川新媒体电商和全县短视
频爱好者拍摄洛川苹果原创短
视频的热情，也将‘#洛川苹果’
热点话题推向抖音农特产品话
题第一，今年果博会我们还有
短视频大赛，欢迎大家继续参
加。”洛川县电商中心主任姜云
笑着说。

据数据显示，2014年，洛川
苹果在网上销售额仅有 400万
元，到2021年，已增长至12.5亿
元。

洛川县委书记张继东说，
近十年来，洛川政府和淘宝天
猫一起，走出一条行之有效的
苹果产业化数字化探索路径，
探索出了“洛川苹果模式”，即
标准化生产、品种改良、冷藏冷
链、建设直管仓、组合营销、培
育品牌等方面。

如今，洛川的电商企业、个
体经营户已经超过 700
家，各种淘宝店
铺、微店超过
5000 家 。
随着电商
的 繁 荣
发 展 ，
农民亩
产 收
益更是
节节攀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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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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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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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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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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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检验检测
● 苹果文化进校园

洛川苹果洛川苹果：：闪耀的中国红闪耀的中国红
——写在第十五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召开之际

通讯员 冯妮娜 记者 樊小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