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川所在的陕西渭北旱塬是符合

苹果生态适宜指标的最佳区域。这里属

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

日照充足、雨热同季、病虫害少、昼夜温

差大、空气湿度低等特点，有利于苹果进

行光合作用和积累营养物质。

洛川平均海拔 1072 米、年均气温

9.2 摄氏度、年降水量 622 毫米、无霜

期 167 天，苹果树栽培、生长条件得天

独厚。最重要的是，洛川是黄土高原

面积最大、土层最厚的塬区，塬面平

坦、土层深厚、土壤通透性强、水肥供

需协调，出产的苹果具有个大、着色鲜

艳、含糖量高、细脆香甜、耐贮运等优

点，享誉海内外市场。目前陕西苹果

产量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和世界的七

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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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调查研究
打造黄金产业带系列调研 苹果篇

“说起苹果，很多人会想到亚当
和夏娃，其次是牛顿，然后是乔布
斯，而现在轮到洛川果农了。”洛川
苹果博览馆讲解员信心满满。在产
业规模、质量、技术和品牌稳居全国
第一甚至国际前列的陕西洛川，谁
敢断言这番话就是夸夸其谈？但是
既然想与牛顿和乔布斯等齐名，洛
川人又有什么杀手锏呢？

永乡乡冯家村的冯百红做苹果
经纪人有 20 多年了，2012 年经他
手售出的苹果达 180 多万斤。他
说，最难的是及时准确掌握和分析
全国苹果产量和需求，市场价格时
常大幅波动，果商每年像押宝一样
经销，所产生的风险也很快会传导
到果农和自己身上。随着产业规模

的迅速扩张，供求信息不对称这个
传统的产业难题如今越发突出。

冯百红也在求新求变，他的办
公室就是洛川县数字果业市场的一
个信息采集发布点，配有电脑、传真
机、打印机等设备。像这样的信息
点现在洛川每个村都有，可及时采
集和共享相关信息。不过这也仅限
于全县的数据，对于致力打造“中国
苹果之都”的洛川还远远不够。

“从过去的田间地头交易转为
期货交易，这是苹果等中国大宗农
产品实现价值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一环。”见证洛川苹果全程发展、
如今又承担延安市洛川苹果产业园
区建设重任的安金海告诉记者，要
实现这一重大经营转型，“信息化是
重中之重”。2011 年 10 月，在农业
部的支持下，全国唯一的国家级苹
果批发市场落户洛川，包括苹果标
准化生产示范、交易仓储、科技研发

等十大功能区。而被洛川人寄予最
大厚望的还是其中的交易信息中
心。按洛川人的设想，这里“将成为
中国乃至国际苹果的价格形成和价
格发现中心”。届时，在这里通过电
子和期货交易，苹果可以挂单销售
和拍卖。

为此，洛川在种植、管理、选果
和仓储交割体系等方面加速推进标
准化建设，与其他农产品交易机构
合作，用工业化手段来推进农产品
产销，“目前，工行结算中心已经建
成，第三方支付功能已见雏形，全国
165 个苹果县的基本信息已基本完
成采集。中心建成后将成为引领中
国苹果业走向世界的‘航母’。即便
有一天洛川一斤苹果也不产，也能
通过这个产业链条赚到钱。”宏伟的
愿景让安金海情绪激昂：“不过洛川
最缺的还是国际化的专业运营机构
和高端交易人才。”

盛名之下如何突破“天花板”
——陕西洛川苹果产业发展调研

本报记者 张 毅 杨开新

近日，我再次到自己所包扶的交

口河镇崾崄河村，看到经过几次集中

的苹果树修剪技术培训，沿途果园里

已经修剪过的果树枝条收放处置得

当，结果枝组留取有序，果农们精神状

态很好。我更加坚定只要肯扑下身子

沉下去，就能为群众干点实事，农民群

众也会理解干部的良苦用心，“苹果”

转型就大有希望。

这次我主要走访了两家果园三家

农户，群众的话让我感触颇深。蔺程

儿老汉家的 8 亩多果园全在村顶的半

峁上，每次上肥、打药以及每年的套袋

卸袋、摘果卖果，都要开上小四轮拖拉

机上坡、下坡，加之老两口都已 60 多

岁了，十分不便。家中孩子宁愿在县

城里打零工，也不愿回来务农做苹

果。蔺老汉家的现象何尝不是整个洛

川苹果产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苹

果产业是个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也

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后继无

人”是个大问题。

前一阵，与负责苹果产业的同志

一起座谈时，他们谈到了苹果的标准

化有机化生产、洛川苹果如何有效占

领高端消费市场、国家级苹果批发市

场如何发挥产品集散、果用物资集散、

苹果信息集散、全国苹果价格发现形

成中心等问题，这些都是要尽快和有

关方面对接联系，着手完善解决。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要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川道地区农民收入

就是个大问题。洛川还有生活在洛河

峡谷地带和川道、沟稍峁头等条件较

差的近 3 万贫困人口，如何使这部分

群众尽快脱贫致富也是大课题。崾崄

河虽地处洛河峡谷地带，生产生活条

件较差，但却具有发展苹果有机化生

产的优势。如果依托整村移民搬迁的

政策，让群众转移到社区里面，一部分

人继续种苹果，一部分在社区从事三

产经营和社区服务，既可以使群众离

乡不离土，又可以解决川道地区群众

的城镇化问题。同时还可以通过土地

流转和招商引资的办法，组建一个有

较强实力的专业合作社组织，打造一

个有机苹果的品牌，使崾崄河的 688

亩土地、370 亩果园走集约化经营的

路子，农民用土地入股，并能在企业上

班，既拿工资又有分红，这也不失为一

个既提高苹果现代化生产水平，又推

进农民增收的好路子。

洛川县上世纪 80 年代前种植的

20 万亩苹果园，普遍存在树龄老化、

品种杂劣等问题，急需更新换代。最

近要和有关部门探讨一下“老果园重

茬轮休”的问题，形成一个指导意见，

一定保住洛川苹果是陕西乃至全国苹

果的聚焦点和代表符号的品牌形象。

“甜蜜”事业

也有隐忧
洛川县委书记 高武斌

汽车颠簸在黄土高原的
沟沟峁峁。透过车窗，路两
旁连片的苹果园不断向后退
去，望不见尽头。虽然采摘
大忙已毕，果园枝叶凋零，可
这些“摇钱树”在“中国苹果
之乡”陕西省洛川县果农眼
中仍是一片生机。作为苹果
的最佳优生区，洛川60万亩
耕地上种了50多万亩苹果，
农民人均果园面积3.1亩，居
全国之首；“洛川苹果”品牌价
值逾30亿元。2012年洛川苹

果产量达82.6万吨，总收入29
亿元，农民人均苹果纯收入超
过8000元。

无论从种植规模、务做技
术、果实品质再到产业收入和
品牌效应，洛川苹果囊括了多
项全国第一,但似乎已触到了
产业“天花板”，集中折射出中
国果业转型升级的诸多矛盾
和产业瓶颈。久负盛名的洛
川苹果如何突破产业空间？
记者通过蹲点调研走访,试图
抽丝剥茧，一窥究竟。

“剪大枝要狠，剪小枝要忍⋯⋯”
1 月 18 日一大早，冬日的阳光下，洛
川凤栖镇芦白村的村民围聚在路边
的一个果园，听农业技术人员实地示
范如何进行果树整形修剪。主讲人
是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开发办公室
主任屈军涛。作为县里最具权威的
高级农艺师之一，屈军涛深感“如今
的新技术推广比过去难多了”,“洛川
的果农都是行家里手，论操作经验甚

至比专家还强。要想让他们改变已
经驾轻就熟的务做习惯，不容易”。

这是芦白村新年的第一场专业培
训，也是洛川县“2-4-6”年度长效培
训机制的一个缩影。该机制要求每年
培训果农的强度要达到县里 2 次、乡
镇4次、村里6次。之所以要举行这么
多培训，与老果区遇到的转型期“烦
恼”密不可分。首先是树龄老化，45
万亩挂果园中，有 28 万亩是 20 年以

上的老果园，产量不稳定、品质下降、
病虫害多发；其次是品种老化；此外，
果园精细化规范管理跟不上，全县
3.74万户果农中能熟练掌握现代苹果
生产新技术的不足30%。

强大的技术体系一直是洛川苹
果的制胜法宝。洛川县有苹果生产
技术办公室、苹果学院、果树研究所
等专门机构，镇设苹果产业管理服务
站；全县 365 个村村村都有县里派驻

的专业技术人员。曾经闻名全国的
“强拉枝、大改型”等苹果四大技术就
诞生在这里。

但是，“成功后的洛川果农开始
产生自满情绪了。”延安市苹果局副
局长安金海坦言，“针对衰老果园的
重茬栽培技术、果枝组精细化修剪、
更新复壮技术以及针对青壮劳力锐
减等困境推广的省力栽培技术体系
等，都是当务之急。”

传统培训召集难，洛川县就把
新技术推广的功夫下在“新技术示
范园”上。凤栖镇车王村村民雷锁
林说，“以前的果园树离得太近，人
进去都得弯着腰，更别说机械了。虽
然果子很多，可个头小，卖不上好价
钱。”洛川在示范园通过推广间伐扩
大行距。按照这个标准，雷锁林一亩
果园要由 56 棵树减少为 28 棵。虽然
心里不情愿，但是当他看到示范园果
树间伐后的通风采光优势，雷锁林不
再观望。经过两年的调理，他的果园
产量迅速恢复，而且结出的苹果个头
大、色泽好。“现在干活比以前轻松
不少，挣得反倒更多，看来还是要相
信科学”。

明天苹果怎么种 老果农碰到新技术

60 万亩耕地上种了 50 多万亩苹
果，规模空间已达极限。洛川人把目
光盯在了以绿色、有机为方向的产业
结构空间上。《洛川苹果带皮吃》，这
篇 7年前刊发在《经济日报》上的田间
采访记至今让很多陕西苹果专家记
忆犹新，也印证着洛川苹果绿色、有
机的产业追求。

但是，黄土高原土壤有机质含量
较低，再加之几十年果树不断吸收营

养，土壤中酶和微生物消耗严重。
上世纪 80 年代，苹果园面积较

小，还能通过施用农家肥缓解地力，
但后来随着面积骤增，农家肥投入难
以为继。“前些年，不少经销商和消费
者陆续反映洛川苹果的口感有所下
降，这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延安市苹
果局副局长安金海介绍，2008 年的
一项调查显示，洛川土壤的有机质含
量平均仅有 0.94%，而一些果业发达

国家却有约 4%，差距明显。
经过多次调研论证，洛川提出了

“跳出苹果抓苹果，走果畜一体化发
展道路”的结构调整战略。

“发展有机苹果，有机肥是关键
的关键。”洛川县畜牧局生猪发展办
公室主任陈全虎说。2008 年 10 月，洛
川启动了为期三年的百万头生猪产
业大县建设工程，一批现代化种猪
场、示范园区、养殖小区竞相涌现，被

确定为陕西省百万头生猪示范县。以
大企业为引领的生猪产业在苹果大
县加速崛起。

在国家扶贫龙头企业——洛川
金桥果畜公司，记者来到 600 头标准
化扩繁场和万头育肥场。公司饲料添
加剂表、消毒记录表、出栏登记表等
各项材料详尽规范，这都是无公害生
产的重要记录，确保猪健康无公害，
猪粪和沼渣、沼液也不会对土壤造成

污染。在离猪场不远的一户人家，男
主人雷明说，“草肥一片，不如猪粪一
线。以前缺农家肥，只能到外地去买
羊粪。现在农家肥有了保障，成本降
了不少。今年纯利润有 10来万元。”

得益于肥猪满圈，到 2012 年，洛
川 土 壤 的 有 机 质 含 量 已 经 回 升 至
1.2%。全县有机苹果种植面积突破
3.7 万亩，节日期间，一盒 9 只装的有
机苹果可以卖到 300 元。生猪产业本
身的发展也为地方经济循环发展带
来另一重惊喜。2012 年，洛川全县生
猪年出栏量达 97.3 万头，农民养猪年
产值达到 25 亿元，人均生猪纯收入
为 686 元。“猪肥果红”，洛川单纯依
赖苹果的产业结构正逐步得到优化。

结构空间有多大 有机肥带来新惊喜

三年前，洛川果业局做过一次调
查，全县果农的平均年龄达到 47 岁。

“现在已经突破 50 岁了”，果农老龄化
现象已经困扰洛川人多年。洛川县苹
果产业管理局局长王建锋说，“采摘季
节，人均日工资已经达到 140 元了，但
还是缺劳力。”

随着城乡统筹的推进，“难题”已
开始出现转机。洛川县从降低劳动强
度入手，推广机械化和园艺化生产。

“以前喷药就像消防水龙一样哗啦啦
地往外喷，劳动强度大还浪费严重，又
污染了土壤。而现代弥雾机操作起来

很轻便，雾化效果非常好，吸收利用率
比以前高多了。”屈军涛说。老庙镇杨
武村村民郑庆云说，“现在我们用上了

‘傻瓜技术’,旋耕机、割草机、注液机、
采摘升降机等也在果园派上大用场,
我儿子对务果没有那么抵触了。”“果
二代”陈建军今年 29 岁，以前在西安
搞汽车销售，一个月也就 2000 来块
钱收入，扣除生活费所剩无几。两年
前，他回乡务果，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
苹果能人。

洛川县就业局副局长王东林介
绍，为了进一步吸引年轻人返乡扎
根，近些年县里编写了《苹果产业化
工人职业技能培训教材》，在每个村
培养出几名年轻技术骨干。但随着
果业经营、生产和技术条件的改善，
部分年轻人已开始回归。

缺 劳 力 怎 么 办
产业呼唤“果二代”

绿佳源合作社组织起 240 户社
员，基地面积 3900 余亩，覆盖了周边
的 5 个村。合作社理事长党刚良说，

“今年行情偏低，但直径 80 毫米的苹
果每斤收购价却达 3.2 元，比市场价
高了约 0.6 元。靠什么？标准化有机
种植和营销渠道。”社员党明喜今年通
过合作社卖掉 7万斤苹果，多收入约 4
万元，还不算由于合作社统购降下来
的果袋等物资和统一施肥所节省下来
的成本费用。

绿佳源合作社的经营优势源于党
刚良的另一个身份——绿佳源生态农
业公司董事长。在县财政支持下，党
刚良在北京等地开设品牌门店直销。
店里除了卖苹果外，还销售陕北大枣
等特产。记者见到党刚良时，他正忙
着筹备成立专门的销售公司，“公司注
册到西安，可吸引高层次营销人才，股
东也不一定都是社员。”

大多数苹果合作社的日子并非都
风光。据县农经站站长贾海军介绍，
洛川果业大而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因为果农合作经济组织带动能力
弱，仍然存在组织规模小、经营能力
弱、运作欠规范等问题。要实现优果
优价持续增收，抓好“合作社提升工
程”是关键。

果业经营谁当家
合作社平台待升级
果业经营谁当家
合作社平台待升级

市 场 波 动 谁 主 沉 浮

参与全球定价不是梦

洛川苹果为何这样“红”

洛川苹果产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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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人员来到凤栖镇芦白村开展苹果果树冬季修枝培训指导，

受到了果农的普遍欢迎。 杨开新摄

▼洛川苹果信息中心。

张 毅摄

强大的技术体系一直

是洛川苹果的制胜法宝。

洛川实施“跳出苹果

抓苹果，走果畜一体化发

展道路”的结构调整战略。

实现优果优价持续增

收，抓好“合作社提升工

程”是关键。

果农老龄化现象已经

困扰洛川人多年。

最难的是及时准确

掌握和分析全国苹果产

量和需求。随着产业规

模的迅速扩张，供求信

息不对称这个难题越发

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