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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走进长官庙镇李沟村，不远处山坡
的苹果园里都是果农忙碌身影，蔬果、施肥、浇
水，在一片片果园里耕耘着收获之梦。

在枝繁叶茂的果园里，记者见到了 67岁
的李志俊，他家16亩果园去年收入近10万元。

李志俊，67岁，李沟村新庄湾组的一家普
通农户，由于早年身体过度劳累透支，随着年
龄渐长中逐渐露出了各种弊端，2012年他被
查出肺结核，由于病情逐渐加重，不得不切除
了右肺，高昂的治疗费用使本不富裕的一家陷
入了困境。

2017年，经村“两委”开会决定识别为精
准扶贫户之一，为了尽早让李志俊脱贫，政府
和村上结合实际情况为他制定了脱贫计划。
为此，李沟村的包村领导、第一书记和村支书
等人先后多次去往李志俊家和他谈心，通过大
家引导、政策讲解，他慢慢重拾了发展信心。

慢慢地，李志俊又重新经营起了以前荒废
的 16亩果园，有了技术员的耐心指导和他本
人的精细管理，果园起色很快，当年就挂了果。

不仅如此，在政府的帮助下，李志俊还养
了 8箱蜜蜂，建成了半温棚猪圈，帮扶干部给
他家送去猪仔，在李志俊妻子的精心照料下，
猪仔长势喜人，当年卖猪就收入达到 6000多
元。

此外，他妻子还担任村里的护林员，自家农
活干完后再去巡视村里的林地，偶尔外出打打
零工，2018年人均收入便达到9356元，终于在年
底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并且被评为“脱贫之
星”。

如今，种植山地苹果和养蜂成了李志俊
家的长效产业，他自己也说：“近两年，进入
盛果期后，每年可收入 10 万元。”这位曾经
以打零工勉强度日的陕北汉子，如今，挺直
了腰杆……

回望过去，方能知晓来时的路。目光向
前，前进的征途才能行稳致远。

李志俊在李沟村并不是个例。近年来，李
沟村累计发展苹果园 2286亩，引进长富 2号、
短富、艳红、红将军、袖珍、玉华早富、维纳斯黄
金、鸡心果、金乃生、嘎啦等新品种 10多种，以
山地苹果为主的“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基本形
成、初见成效。去年，全村挂果面积达到 1500
亩，产量 240万斤，全村人均增收 4500元以上，
其中果农种植户人均增收突破1万元。

奋斗着，幸福着。不懈努力换来了累累硕
果。吴起县现有苹果面积 12万亩，2023年挂
果园面积为 69965亩，苹果产量为 49484吨，产
值 4.5亿元。初步形成了万亩袖珍苹果基地、
万亩黄色果品基地、万亩优系富士果品基地，
实现了全县 91个行政村苹果产业全覆盖，苹
果已成为吴起大地上的绿水青山和人民群众
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去年以来，我们以陕西省发展千亿级苹
果产业、延安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为机遇，按照‘项目支撑、城乡统筹、能源强基、
生态优先、产业富民、实干兴县’的总体思路，
统筹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链条升级，加快推进
苹果产业‘苗木繁育、防灾减灾、科技服务、有
机认证、市场营销’五大体系建设，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取得了新成效。”吴起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石秀旗说，今后，我们将苹果产业由扩规
模向提效益转变，实施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
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加强精细管理，整县推
进有机认证，不断提升苹果商品率和果农收益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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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 产业焕新

走进五谷城镇五谷城村郭树荣家苹
果园，一排排果树在防雹网的庇护下“安
心”生长。此时，郭树荣一家人正忙着给
苹果树疏果作业，确保所留苹果营养充
足，实现优质稳产。

“现在是疏果期，果多保障不了质
量，要将多余的幼果去掉，减少过多的消
耗养分，一棵树保留120个果左右，这样
提高果实的品质和产量，减少果树病虫
害的发生，延长果树的寿命。”郭树荣如
数家珍道。

郭树荣是村里的苹果种植大户，也
是当地致富带头人，他在中庄山地苹果
园种了 42亩果树，随着大面积挂果，其
年收入已超过20万元。

“优质果能占到一半以上。”谈起他
家果园的优质苹果时，郭树荣笑着告诉
记者，水肥一体化滴灌解决山地缺水及
肥力问题，防雹网给果树穿上“防弹衣”，
山地苹果病虫害绿色防治，果园绿肥豆
菜轮茬增肥……

小小一颗苹果，藏着农业现代化的密
码。水肥一体化系统，不仅让果子长得
好，还省了水和肥，减少了人工成本。

郭树荣家苹果园因其独特的地理位
置、气候条件等为苹果种植提供了良好
的自然条件。然而，水资源一直是制约
果园灌溉的突出问题。

基于此，该果园全部采用水肥一体
化技术，可直接把作物所需要的肥料随
水均匀地输送到作物的根部，使其“细酌
慢饮”。一年下来，不仅节水，又大幅度
地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

据了解，水肥一体化技术是将灌溉
与施肥融为一体的农业新技术。借助压
力灌溉系统，将可溶性固体废料或液体
肥料配兑而成的肥液与灌溉水一起，均
匀、准确的输送到作物根部土壤。

“近年来，我们出台果园标准化管理
‘1+1+1’包抓责任制，由 1名镇领导干
部、3名村干部和1名专职果业技术员包
抓，建成土坑式防冻窖 54个，配置熏烟
桶 70个、30方软体水窖 5个、6吨冷库 1
座，新打灌溉机井1口，配套完善水肥一
体化管网、可视化监管、土壤检测和气象
预警等设施。搭建防雹网 210亩，实施
树盘秸秆覆盖保墒、树干涂白等措施，实
现了‘上有网子、下有被子’，为果业提质

增效、丰产丰收做足准备。”五谷城镇镇长
雷晓勇说。

如今，山地苹果已成为当地老百姓真正
增收致富的长效主导产业。近年来，吴起县
加快推进苹果产业“苗木繁育、防灾减灾、科
技服务、有机认证、市场营销”五大体系建
设，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成效。

农业现代化的图景在这片黄土高原
上一一铺展，全县的智慧果园科技范
十足：“豆菜轮茬”增加了土壤中的
有机质；防草布代替了除草剂，杀虫
灯取代了杀虫剂；宽幅式割草机、自
走式采摘平台……目前，吴起县已
获得有机认证转换证书 26 张、有
机苹果证书 1张，建成有机苹果基
地 6.2万亩，获批“全省有机产品认
证创建示范区”。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打造中熟特
色有机苹果生产集中区、有机山地苹果
标准化生产示范区、整县推进有机苹果认
证样板区、山地果业现代化技术与装备集
成区、新型经营主体创业创新孵化区及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区。”吴起县果业技术发
展服务中心主任高伯明说。

“火车跑得快，还靠车头带。”同村的
很多人看到郭树荣种苹果的成绩，都纷
纷开始种植苹果。

现在郭树荣除了种植自己的水
果以外，还通过给其他的苹果种植
户分享种植经验和技术来帮助大家
实现高收益。目前，已成功带动 28
户农户积极参与发展苹果产业，呈
现出了你追我赶管好果园的发展态
势。

如今，郭树荣不仅是五谷城镇的
苹果种植“能人大户”，也成了十里八
村有名的“苹果师傅”。

“树荣经常给我们说，春夏季果园
管理环节多，要格外上心。只有管理

到位了，苹果的坐果率和质量才能提
高。”果农张大叔一边动作熟练地进行拉
枝，一边对记者说。

“得知郭树荣因种苹果收入20万元
后，我也想种苹果，早点把光景过好。”郭
树荣苹果大卖，激发了长官庙镇梁岔村
齐荣对生活的信心，他流转了 30亩果
园，决定大干一场。

近年来，五谷城基于苹果产业转型
发展的需要，特聘1名专业技术人员，培
养出农民技术员32人，培养出了一支能
够带动发展，服务群众的“明白人、带头
人”队伍。

同时，在长官庙镇，通过党员带动、
能人大户带动、示范园带动，让果农积极

性和参与度有了极大提升。发展山地苹
果产业由之前的政府发肥料、发药品、督
促果园管理转变为果农自己买肥、自己
建防雹网、自己主动管理；果树修剪、打
药、防冻等技术管护也由聘请、雇用外人
干转变为自己干，实现了从被动干向主
动干的转变，逐步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
道。

一颗颗果子是黄土地上“种”出的新
希望。离开时，中午的阳光正好洒在果
园，郭树荣、齐荣等还在不停地蔬果。温
暖的阳光下，记者仿佛已经看到一颗颗
绿色的小果子已然成熟，正用红彤彤的
笑脸串起老百姓红火甜美的好日子。

“目前，全镇发展山地苹果1.5万亩，

预计今年挂果面积将突破7000亩，实现
人均果业增收 2500元。”长官庙镇党委
书记袁君说。

“苹果产业由扩规模向提效益转变，
加强对全县12万亩果园精细管理，针对
全县果园技术管理基础差问题，围绕有
机苹果生产技术、相关认证业务知识、苹
果分级分选、冷库储藏等内容，培育一批
会说会干的技术员，简单的理论知识熟
记于心，常规的操作技术熟练于手。重
点培训镇村两级干部、新型经营主体、社
会化服务组织、农民技术员、经纪人和职
业农民等产业建设攻坚力量，不断充电
提升，真正成为吴起果业发展的行家里
手。”高伯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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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树荣正在疏果

初夏时节，走进吴起县，集中连片的苹果园一望无

际。连绵起伏的山峦绿意如潮，青绿色的小果子密密麻

麻串在树枝上，着实惹人喜爱。果园里，村民们正忙着

劳作，呈现出产业兴、活力足、乡村美的动人画面。

黄土地结出黄土地结出““富民果富民果””
——吴起县苹果产业发展侧记吴起县苹果产业发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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