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人逢盛世，勤劳创业，和气兴业。一二月冬春修剪，三四月追肥、防
冻保花，五月疏花疏果，六月果实套袋，七八月除草、病虫害防治、保叶，
九月摘袋，十月采摘，采后到落叶前立即秋施基肥、清理果园。

春华秋实，一年 365天果园里总有果农忙活的身影。颗颗滚烫的
汗水滋润着脚下的黄土，让每一颗苹果鲜红甘甜。“洛川果农能吃苦，俺
家老杜也一样，每到农忙时间，果农们摸着黑就起床，生火做饭，赶天麻
麻亮时已经来到果园开始劳作了。中午为了节省时间，直接让家人把
饭送到地里，甚至有人靠吃方便面充饥，一直到伸手不见五指才回家。
我们一干就是30多年。”老杜的老伴张凤芹夸赞说。

谈到家人，老杜也很知足，他有三个孩子，老大在延安炼油厂工作，
老二接了自己的班，把家庭农场越干越大，女儿大学毕业后在西安工
作。

苹果，是洛川物产的翘楚，更是洛川人民的希望。三十六年岁月荏
苒，老杜一家步步登高的好日子，见证了洛川苹果和洛川县的发展壮
大。

半生辛劳，到了农闲时间，老两口还会忙中偷闲，在网上报个团，也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些年，老两口先后去过云南、北京、上海等
地，就连家门口的洛川会议旧址、苹果第一村阿寺村、小江南黄连河、诗
画中的村庄芦白村、洛川民俗博览园等，他们也去打过卡。

老杜至今记得，2020年国庆节，去黄连河参观时，游客排到了一公
里以外。

从昔日的贫瘠川道村到如今的乡村旅游景点，从生活清贫艰苦到
惬意幸福，但见新村农家，耳闻鸡鸭鹅声……

75年来，洛川县经过八十年代的示范推广、九十年代的产业开发、
本世纪头10年的品牌打造，苹果高质量发展，洛川苹果的种植规模、产
品质量、品牌知名度和国际地位等均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上升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洛川苹果”品牌评估价值687.27亿元，位居全国水果类第
一，苹果已成为洛川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洛川苹果不仅成为各大一线超市的“网红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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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之都洛川，吸引着八方游客。蓬勃发展的洛川苹果，不断改写
着大塬百姓的生活图景。

在谷咀农家乐，记者巧遇在这里同家人一起用餐的洛川老庙人郭
强，他说，虽然在西安工作多年，但每到周末，就想领孩子回来看看，农
家乐的饭让他百吃不厌。等2025年高铁通了，回来不到一个小时。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打造洛川苹果知名品牌，2010年开始，洛
川县以洛川苹果专卖店建设为切入点，拓宽中高端品牌终端销售渠
道。洛川县财政坚持每年列支200万元，支持企业、合作社在洛川苹果
主销城市开设洛川苹果专卖店。截至目前，洛川苹果已经在全国32个
城市建立了143个直销窗口、42个批发门店，出口至加拿大、印度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今的洛川，坚持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全
力构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完整匹配的现代果业经济体系，正努力
向打造千亿级苹果品牌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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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陕北寒风刺
骨，但在延安南部的苹果之
乡洛川县，53万亩苹果丰收
的喜悦依然定格在老百姓的
脸上，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
上。

在距离洛川会议旧址不
远的堡子头村，60岁的果农
杜民子在卖完自家的苹果
后，冒着严寒，雇用20余名
工人起早贪黑，正抓紧给果
树施肥、修剪、挖改。

“把这一行果树施肥完，
我们就可以回家吃饭喽。今
天的中午饭有洋芋丝、老盐
菜、农家饸饹，吃饱了再干
活！”

工人们的闲聊声、咔咔
嚓嚓的剪树声，吸引了周边
果农也来闲聊，大家讨论着
今年的收成，空气中弥漫着
幸福的味道。

看着眼前的这片苹果
园，杜民子心中溢满了喜悦
和幸福。

（一）

稍有闲暇，杜民子总会一个人来到苹果园，看着眼前的苹果树，感慨万
千：1986年，杜民子的第一块30亩苹果园建成，为了有个好收成，他自己就
在果园里搭了个简易草棚，吃住在里面，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着苹果
园。靠着苹果园，他供三个孩子上学，城里置办下房屋，又流转了80多亩土
地，创建了“新农人快乐人家”家庭农场，还在广州、西安开了苹果专卖店，为
孩子买了房子和车子。如今，孩子们早已成家立业，老两口也已儿孙满堂。
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洛川县的“一县一业”战略，得益于党的富民好政策！

“咱这儿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苹果最佳优生区的核心区，最适合种
苹果。”杜民子说，“黄土松厚，日头照得久，树苗扎得深，枝条开得茂，果子结
得甜。这些年，新技术没断过，新品种及时改，产量稳、质量好，路子对着
呢。”

三十六年，艰苦创业；三十六年，青丝变白发。当年邻居们口中的“小
杜”，如今已变成“老杜”，孩童们心中的“民子叔”，现在是不离口的“民子
爷爷”。

虽已届花甲，老杜雄心却不减当年。“赶上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苹
果，我干劲儿还足哩！来，我带你看看我当年发家致富的地方！”老杜领着记
者，指着苹果园说：“这就是我建的第一块苹果园，1991年开始挂果，一斤卖
1块钱。”担心记者不解，老杜提高了嗓门：“那个年代这就不少啦，那时候苹
果稀少，一年下来收入上万元，还能当个万元户，周围群众羡慕得很。那时
候也没有微信支付宝，每到 10月，苹果卖了数票子的时候是最开心的时
候。”

1947年，洛川县阿寺村农民李新安赶着毛驴，从外地运回200株苹果苗
试种。杜民子回忆，1985年，洛川县仅有3.6万亩苹果，到1995年底建成15
万亩苹果基地，达到人均1.2亩苹果。为了推广苹果种植，洛川县委、县政府
可谓下大力气，一届接着一届干，扭住苹果产业不放松，这饱含着中国共产
党“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火”的初心，映照着“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不懈奋
斗。

2016年，因为市场对“绿色、有机”的苹果需求增长，杜民子响应政府号
召，紧跟市场需求，果断挖掉30亩乔化果树，栽上30亩矮化密植果树。“别人
砍树心疼，担心种下的新品种好不好，心里没底，我可不这么想。矮化树产
量高、投资小，用工量减一半，苹果品质好，市场价格好。”杜民子有认识、有
行动。

带头用上新技术，率先尝到了甜头。2018年，洛川在全县推广矮化密
植种植模式。政府推动、大户带头种植，加上贷款优惠、送群众外出学习、免
费提供竹竿和立架等惠民措施，吸引了更多果农加入矮化密植种植的行列，
杜民子的果园也成了广大果农的学习示范园。

2021年，杜民子的矮化密植果园亩产量8000多斤，每亩毛收入2.4万多
元，还带动了周边52户农户在果园务工增收。

“现在加起来有120多亩果园，树龄25年的老乔化果园、15年的乔化果
园和矮化密植园‘老中青’搭配，老果树‘老当益壮’，亩产5000多斤，新果树

‘后来居上’，亩产 8000多斤。今年产果 50万斤，能卖 160万元。”杜民子掰
着手指头，给记者算起今年自家的“丰收账”。最近他忙着雇人进行果园挖
改，明年矮化园子将达到70亩。

36年的务果经，让老杜的苹果园也成了网红果园，他先后被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新时代的中国》栏目和《人民日报》、陕西电视
台、《延安日报》等媒体采访。站在苹果园里，老杜手摸着苹果树枝说：“果园
亩数大了，现在雇了20多名员工还忙不过来。”

在洛川，像老杜这样的务果“老把式”比比皆是。他们认准苹果产业这
条路子，个个在“攀比”，人人往前走。路红珍种出了“飞天苹果”，崔卫东种
植的秦脆苹果卖到了一颗 20元的高价，李海民种植了不套袋的“福布拉
斯”……

好品质离不开好品种。红色的富士、黄色的瑞雪、绿色的澳洲青苹……
依托“院校+试验站+基层服务机构”，越来越多适生优良品种，在黄土高原
落地生根，仅洛川就贮备了600多个新品种。

据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洛川苹果预计总产量达 101.9万吨，再创历
史新高，苹果产业总产值130亿元，也达到历年最高峰。洛川县苹果产业管
理局在抽样调查中统计：洛川 4万多户果农，收入 10万元以下的占 11.7%，
10万元以上的占88.3%，连续11年洛川农民仅苹果一项纯收入超万元。

（二）

“在我们洛川有个‘吉祥三宝’，你知道是什么吗？”老杜打趣
地说。所谓的“吉祥三宝”，指的是挖熏烟坑、配移动桶、喷防冻液
防冻，每到4月苹果花防冻时家家户户几乎都会用到。

针对洛川苹果在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品种老化、品质提升慢、
抵御自然风险能力差、机械化程度低等问题，洛川县农技专家接
续攻关，对症开方：给苹果园穿上“防弹衣”，矮化种植，培育新品
种，引进智能选果线，建设国家级洛川苹果种质资源圃（基因库）、
洛川苹果现代智慧物流中心等等。

“你看，我这果园啥都有，杀虫灯、粘虫板、滴灌装置、水肥一
体化、防雹网……还有里面这些现代化农机具，基本配齐了，还都
是高配，村民把我这个叫智慧果园。”杜民子笑着说。

延链强链补链，全产业迈向高质量新时代，含金量越来越高
的洛川苹果不断求解新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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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2个院士工作站，成立苹
果研究院。攻克种源“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建立了国家级苹果
基因库，保存的苹果属植物达 33个，引进 3000多份苹果种质资
源，是中国乃至亚洲苹果属植物保存最全的库。

在老杜的带领下，记者又来到陕西顶端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在该公司的生产线上，记者看到智能光电分选机里，闪光灯

闪烁，一个果子，留下数十张“X光片”。外观、果形、色泽、可溶性
固形物……数据实时分析，苹果按等级精准分流到16条通道。

“过去拿圈套、靠眼看，如今大数据自动识别，给苹果洗洗澡、
做CT、穿衣裳、起名字，身价‘增值’四五倍。选果线每小时能分
拣4吨果，卖到了全国380多座城市。”公司销售主管赵锋锋笑呵
呵地说。

“八十年代时，我们的果子是地窖贮藏，最简单的就在果园里
挖个坑，现在‘住’进智能化冷库，错峰销售，能比一般行情价高出
1块多，一亩地相当于多种半亩树。”杜民子补充说。

深加工生产线上，苹果经过清洗、削皮、高温烘焙等程序，还
可以做成苹果酒、果醋、脆片等深加工产品，身价能涨近10倍。

老杜与记者攀谈期间，一首《洛川等你来》从车间传出，原来
是工作人员化身主播，卖起了苹果。

“苹果火了，微信名、抖音昵称也离不开苹果，有叫苹果妹妹、
苹果大叔的，还有叫苹果香香姐的，总之离不开苹果。我给自己
起了‘绿塬红果业’的昵称，也在线上平台卖货呢。”老杜说。

近年来，洛川县采取“线上+线下”齐发力的形式，全力助推
苹果销售。陕西顶端果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商销售异军突起，陕西
王掌柜苹果网点遍布全国，电商达人张秀秀的一件代发、社区团
购如火如荼。2021年，洛川县培育电商企业 752家，电商苹果销
售金额达12.58亿元。

好管理离不开好人才，洛川县 2251名苹果经纪人也发挥着
中坚力量，职业农民已达1578名。

在距离公司约 500米处，一座巨大的正方体建筑映入眼帘，
这座建筑被当地群众称为“果立方”，这是一个贮存量为3万吨的
自动化恒温气调库。走进“果立方”控制区，工作人员只要在电脑
上启动程序，一个装苹果的架子通过预定轨道，缓缓从“果立方”
中出库。

苹果产业发展至今，洛川县正在深入推进以分级分选、冷贮
冷运、加工物流等为主的苹果产业后整理，破解企业、合作社苹果
采后商品化处理的难题。目前，全县引进配套智能选果线37条，
建成库存 68万吨的冷气库，冷（气）贮藏和智能化分选能力位居
全国苹果生产基地县之首，这让洛川苹果不是顺价销售，而是优
价销售，增加了果农抵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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