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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宗”成“活档案”
“育儿所”藏“大文章”

10月29日，记者们走进烟台市
蓬莱区刘家沟镇乌沟苗家村烟台沃
森农业苹果园，探访“中国现存最长
树龄苹果树”。

这株古树树冠东西长9 . 2米、南
北长11 .7米、树高6米，其侧枝向外扩
张，主干主枝表皮光滑，根深叶茂、硕
果累累、连年丰产。2021年，这棵老果
树结出了1700多个苹果，其中一个
重达364g的条纹富士苹果，在一场
拍卖会上拍出了1 . 8万元的高价。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株树龄最长
古树已经有138年，是目前中国栽
培苹果树龄最长的苹果树，可称得
上是苹果界的“老祖宗”，也是了解
我国苹果栽培历史的“活档案”。今
年老树套袋结果2650个。

从1871年西洋苹果植入烟台
广兴果园以来，在150年的悠悠岁
月里，智慧而勤劳的烟台人以心血
为水，灌溉出风味独特的烟台苹果。

苹果好吃，从一粒种子开始！种
业处于农业整个产业链的源头，是
建设现代农业的标志性、先导性工
程，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
业。烟台是中国现代苹果发展起源
地，也是全国苹果种苗生产和培育
的高地。

金秋十月，烟台苹果进入采收
季，育苗工作也在进行中。在烟台现
代果业发展有限公司脱毒组培室，
工作人员正忙着把苹果脱毒瓶苗进
行生根瓶苗的转接，从最初高温钝
化、茎尖剥离的生长点，到经过病毒
检测、脱毒成功后，进入组培生产阶
段的脱毒组培瓶苗，在这个实验室
可以看到苹果从枝丫到幼苗再到树
苗的全过程，就好像苹果的“育儿
所”。

走出实验室，来到烟台现代果
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展示示范
园，工作人员向大家介绍了免套袋
栽培新品种———“馨元萃”，该品种
9月中下旬成熟，属中晚熟品种，集
甜、脆、香、耐存储等优势于一身，大
家品尝馨元萃后，一致称赞：“好看
更好吃！”

从2013年至今，烟台现代果业
发展有限公司新品种选育成果丰
硕，选育良种6个，自主选育的烟富
8(神富一号)苹果新品种，不用铺反
光膜就能果面着满色，色泽艳丽，比
一般富士糖度高两度左右，辐射带
动推广面积达百万亩，成为全国栽
植面积最大的苹果新品种之一。

在烟台，像现代果业这样的公
司还有很多，从创新到创芯，烟台正
通过努力，为苹果种业装上“中国
芯”。来自烟台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
显示，烟台先后承建苹果领域国家级
工程技术中心(实验室)4个、水果良

种苗木繁育重大项目十余项。目前，
全市现有苹果苗木基地5000亩、年产
苗木三千万株，其中两千万株销往全
国各地，销量约占全国的40%。

苹果有了“旗舰园”
成为果园建设“天花板”

“我们传统果园，一般是四年以
后才能结果，而且大小年特别严重，
不好管理。我们身后这片园，见效快、
效益高，这是现代矮砧果园的优势，
也是我们今后发展苹果园的趋势。”
海阳市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于
海军介绍，“这是全国单体面积最
大、技术含量最高的规模化、标准化
示范园。可以说，这是中国苹果园建
设的‘天花板’。”

10月30日，在海阳市绿水韵味苹
果旗舰园，近2万根立杆支柱稳固矗
立，600多亩果园被划分为12个地块，
横平竖直、规矩成方，部分果树已经
挂果。“每一根立柱的间距位置，我们
全都用GPS定位，方便机械化操作，
起垄、喷药机在果园里作业四通八
达、一马平川。水肥一体化我们用的
是压力补偿技术，滴灌均匀省水省
肥……”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旗舰园
旨在建立“产业技术+产业资本+新时
代职业果农”联合创新创业新模式、
新业态，致力打造全国一流的现代
化果园示范基地。

果园2022年1月开工，58天完
成建设，集生产机械化、品种多样
化、品质保障标准化、品牌打造一体
化、投资模式多元化“五位一体”，园
区占地656亩，栽种苗木9万余株，
总投资达3000万元，可实现一年栽
植，两年见效，四年进入丰产期，总
产值可达3000万元以上，较传统苗
木提前2年收回投资。

“今天我们建成这处旗舰园，就
是为了日后能够吸引社会力量打造
加盟园，规模化的品牌果园，在市场
上更具竞争力。”于海军表示，随着
山东果品产业结构调整、方式转变、
新旧动能转换，烟台苹果面临着许
多压力和挑战，突出表现为“三老、
三散、三高、双压”。三老，即人老、树
老、品种老；三散，即经营主体散、果
农组织程度散、地块管理散；三高，
即用工高、消耗高、成本高；双
压，即国际国内市场和其他
水果市场的双重挤压。

“可见，烟台苹果产
业发展亟需借助高质
量发展规划的大环境，
实施高标准苹果园区
建设工程，发展规模
化、标准化、机械化、
智能化、品牌化、多样
化、利益共同体化的新
时代果园，实现传统苹果
产业向现代苹果产业的转
型升级。”

于海军表示，品牌果园出品
的苹果因统一管理，品质稳定且具
有可追溯性，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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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韵味”旗舰果园是烟台苹
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新例证。记者
从烟台市农业部门获悉，目前，烟台
苹果已历经三年改造提升，百万亩老
果园焕发新颜，产业活力、发展动力
不断增强，广袤果园展现出凤凰涅槃
的宏伟气象。

直播带货新场景
“流量苹果”有秘诀

10月29日下午，栖霞市寺口镇苹
果交易市场，这里一片忙碌景象。市
场占地200亩，每个苹果销售季节，
可吸引200余户外地苹果客商入驻，
周边果农都来此销售，苹果年交易
量达五六千万斤。

与其他果农不同，牟平区高陵生
态果蔬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丁士湧
选择在线上销售自己的“丁苹果”。
10月30日上午，一走进他的果园，就
看到一片忙碌景象，果园里的苹果
正在采摘上市，公司的直播带货员
正在果园里直播卖苹果。“我们家的
苹果好吃，一个苹果最贵能卖50元。
网上购买的人很多，不少还是回头
客。”忙碌的丁士湧也会出现在镜头
里，代言自家的苹果。问起苹果好吃
和能卖高价的秘诀，他连说，“没有
秘诀！就是养地、养地！”

2011年，丁士湧租下了高陵镇
3000多亩荒地，其中规划500亩果
园。“我们在土地上下功夫：3年不
种，养地；3年不收，养树。吃个苹果
等6年。后续每年都投入数千吨有机
肥，只要有了好土壤，果品品质自然
好。”丁士湧说，他对自己种出来的
苹果充满了自信，所以用自己的姓，
冠名自己的苹果，就叫“丁苹果”。
2016年，“丁苹果”顺利通过有机产
品认证。

“除了线下订单，我们主要在线
上销售。”丁士湧说，“我们有自己的
直播销售团队，我们的有机苹果品
质好，不愁卖，回头客很多。”

有机认证+电商销售，让“丁苹
果”卖出好价钱。现在丁士湧和他的
团队建设了1000余亩生产基地，包
括500亩主题苹果园、500亩蔬菜精
品园，取得包括苹果在内的32个产
品的有机认证，注册“丁苹果”“山合
易”商标。除此之外，他们还帮助苹
果种植大户成立了4000亩的苹果合
作社，帮助和指导社员种植优质苹

果，并提供销售渠道。
烟台人会种苹果，又会卖

苹果。当下，电商平台、直播带
货等线上营销模式，成为引领消费
的新业态、新模式，烟台苹果产业迅

速抓住行业风口，借东风，再突
破。

近年来，烟台市
坚持以创新引领苹
果产业转型升级，
积极推动苹果产
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做好“苹果
+线上营销”文
章，积极构建线
上市场营销体
系，打造苹果电
商销售“明星网

店”，包装“苹果网
红”“流量苹果”，畅

通的线上销售，为烟
台苹果发展增添了全新

动力，为烟台苹果产业腾飞
插上了翅膀。

不止于种植

打造产业“主板”

从种植起步，经过多年积淀，烟
台市苹果产业链不断延伸。烟台市蓬
莱区嘉桐酒庄是一家生产优质水果
起泡酒的企业，与市面上大多数起泡
酒不同的是，嘉桐起泡果酒的基酒完
全由水果发酵而来。

蓬莱区地处北纬37度，是世界上
生产优质高端水果的黄金海岸之一。
2021年，全区苹果种植面积约为37 .2
万亩，总产量约108万吨，品种以红富
士为主，种植面积约32 . 4万亩，占比
87%；产量96.34万吨，占比89%。

依托产业优势，嘉桐酒业历时5
年潜心研发,引进国际先进的罐式发
酵设备，以富士苹果汁作为主要原
料，经无数次发酵试验，力求为消费
者带去新的起泡酒体验,同时也为驱
动当地水果流通起到增进性作用。现
在公司拥有3000吨的罐式发酵起泡
酒储酒罐、600吨的罐式控温发酵罐，
是国内唯一一家罐式发酵起泡酒的
专业生产企业，产能达6000吨。

近年来，烟台市把推进苹果全产
业链融合发展作为主攻方向。苹果产
业在突破一产的基础上，向“接二连
三”和“延伸两端”方面重点用力，与
精深加工、休闲观光、电子商务等产
业深度融合，全市培育苹果加工企业
53家，开发产品涵盖苹果酒、苹果汁、
苹果醋、苹果脆片、苹果酵素、苹果果
胶等七大系列100多个品种，畅销国
内外。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了苹果
产业的价值链。

未来几年，烟台市还将进一步推
动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
展，实现产品多层次、多环节转化增
值。把果汁、果脯、罐头、果干等加工
产品作为发展重点，布局建设一批
烘干、保鲜、包装、储藏等初加工和
商品化处理设施，培育一批苹果高
端精深加工企业，形成苹果精深加
工雁阵集群。

作为国内农业产业化起步发展
较早的地区，烟台苹果走上了由“总
量扩张”向“提质增效”的转型之路。
深耕产业发展链条，将工业理念引
入农业发展，通过以集约化破解“小
散弱”、以技术流推动产业升级等路
径，烟台打造出苹果产业的“主板”，
实现了各要素的同频共振。

目前，烟台市果品加工能力超
400万吨，果品贮藏库容能力400万
吨，出口量60万吨，占全国的1/2，获
批创建国家千亿级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年销售收入过亿元的果品龙头企
业48家，其中国家级果品龙头企业4
家、上市公司3家。全市获得“三品一
标”认证果品企业达116家，20家果品
企业通过GAP认证。果品企业认证数
量居全省首位。全市从事苹果产业的
人员近170万人，产值超过200亿元，
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2021
年，烟台苹果品牌价值高达150 .34亿
元，连续13年蝉联中国果业第一品
牌。果业产业化发展，正是烟台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真实写照。

“向上！向上！”
10月29日下午，烟台栖霞寺口镇苹果交易市场内，无人机镜头拍

下一张果农李福珍手捧苹果向上展示的照片。
一颗硕大的果子，映衬着果农收获的喜悦。这一幕正是省内主流

媒体聚焦烟台苹果的一瞬间。
为期两天的“邂逅北纬37°仙果”——— 省内主流媒体烟台融媒行，将

镜头和笔触聚焦到烟台苹果：从百年老果树到实验室幼苗，从传统果园
到现代基地，从交易市场到线上平台，从田间地头到产业链条，一路走一
路看，记者们发现了一颗不断求新求变、天天向上的烟台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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