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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红——— 烟台苹果革命三年成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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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中国果业品牌价值“头把交椅”的烟台苹果，面对“人老、树老、品种老”的典型问题，如何让果子“长红”，产产业生命力更顽强？
自2020年起，一场以典型问题攻坚为目标的“苹果革命”拉开了序幕。三年过去了，改革的成果几何？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赶赴烟台苹果主产区栖霞市蹲点采访，推出特别报道“别样红——— 烟台苹果革命三年年成效调查”，
聚焦烟台苹果全产业链，呈现“果都”里的人和产业革新的故事，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新苹果””、更多的希望。

记者 张琪 杨凡 李楠楠
钟建军 杜晓丹 通讯员 栾钦程

初雪里的红苹果

“我们这个地方，每年初雪基本
在11月中旬前后出现，红彤彤的苹
果和雪景交织在一起，那个场面特
别漂亮。”周靖凯说。

“这种晚摘的苹果，我们叫‘雪
苹果’。”周靖凯说，因为比普通的苹
果多挂枝一个多月，在饱经了深秋
和冬天的巨大昼夜温差后，果肉里
的糖分来回扩散和凝聚，此时的苹
果吃起来更甜。一般的红富士苹果
平均糖度在13度左右，而“雪苹果”的
平均糖度能达到16-18度。不光甜，苹
果的个头也普遍较大。据统计，果径
85毫米的果子占比超过80%。

1990年出生的周靖凯是典型的
“果二代”。2015年他从北京理工大
学毕业后到北京一家设计院做农业
规划设计工作，3年中他接触了各类
农业项目。“工作过程中我常常想到
自己的家乡栖霞，家乡特产是苹果，
这个产业也亟待改善，我就想把自
己所学的知识和一些新的理念带回
家乡，改善目前苹果产业的现状，尽
一份自己的力量。”

周靖凯工作三年后，经过深思
熟虑，返乡接过了父亲的一个“老果
园”。“如果不回来，这个果园就荒废
了。”周靖凯说，“原来果园里都是乔
化树，经过改造后，采用矮化密植的
栽培模式，如今都换成了新树。”

“‘雪苹果’是我们自主选育的
一个品种，采摘期在每年11月下旬，
品种本身具有极晚熟的特性，果肉
也比较硬。”周靖凯说。除了树种改
良，周靖凯还在这片果园里安装了
12台测土设备、12台监控设备和2台
气象监测设备。“我们的果园采用物
联网数字化管理，通过手机就可以
看到果树的生长情况，根据温度、湿
度、风向、土壤的pH值，量身定制相
关的栽培方案。”周靖凯说。

目前，周靖凯改造一新的“新果
园”采用科学合理的土壤调节、水肥
管理、配套植保等一系列措施，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雪苹果”种植管理方
法。他还将栖霞优质的苹果品种及
智慧果园管理经验推广到了河北、
云南和新疆等地。

给“雪苹果”注册品牌

雪后的红果果在网络助力下，通
过更多人的镜头在网络上走红。很多
热心的网友给它起了“雪里红”“雪苹
果”“雪娃娃”等名字。“最后觉得‘雪
苹果’这个名字好听，就用了这个
名。”周靖凯顺势给“雪苹果”注册了
一个品牌，叫“阳光娃娃”。糖度高、
口感好，靠着口碑传播，阳光娃娃

“雪苹果”在市场上颇受欢迎。

初冬时节，雪至果红。当99%以
上的苹果已经下树时，“果都”栖霞
市西城镇的一处果园里，红彤彤的
苹果仍在枝头尚未采摘，是果园主
人忘了摘，还是有意为之？

其实这里是栖霞90后小伙周靖
凯的“杰作”，他指着果园门口的招牌
说，这是他培育的“阳光娃娃”——— 雪
苹果。周靖凯是个典型的“果二代”，
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优渥的工
作，毅然回乡开辟出了新赛道。

前段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当
代著名作家来到周靖凯的果园，共
同为“中国著名作家苹果园”揭牌，
十位作家分别认领果树并参与削苹
果、苹果绘画比赛。天津市作协副主
席龙一对栖霞苹果做出高度评价，

“我是第二次来栖霞，吃过栖霞苹
果，从此养成了每天早晨吃一个苹
果再吃早点的习惯，幸福无比。”活
动现场，周靖凯培育的新品种阳光
娃娃“雪苹果”赢得众人夸赞。

除打造“阳光娃娃”品牌，周
靖凯还深耕苹果品种的研发，建
立了规范的采穗圃，引进200多种
树资源圃苹果品种作为科研创新
基础，已自主研发出“烟霞红”“香
彤”和“中惠1号”等3个新品，并取
得了品种登记证书。

“我选择农业这条赛道，不仅
没有后悔，而且非常庆幸。”周靖
凯说，农业这个领域，没有足够广
的知识面还真干不好，因为它涉
及自然生态环境学、化学、水利工
程、天气等各个专业和方面。在农
业领域，可挖掘的东西很多，任何
一个点都可以钻进去、研究下去。
像苹果品种方面，有新品种，你就
想了解它，它有什么特点，弄回来
和其他品种实验一下，看看是否
可以搞出不一样的成果。

其实，在烟台掀起“苹果革
命”之前，“人老、树老、品种老”的
问题中尤以“人老”最为突出，“老
人无力种果、年轻人无意种果”的
现象日益凸显。像周靖凯这样的
年轻人回归为烟台苹果产业发展
注入了新鲜活力。

“他用实际行动说服了我”

面对周靖凯返乡五年在果园
里的表现，父亲周志勇感到欣慰
的同时，思想也在慢慢转变。“一
开始他主动要求回来，我没让他
回来。”说起儿子周靖凯返乡时，
周志勇坦言，不愿意让他回来，主
要是担心他不懂。“他说，‘不懂，
我可以学，一年不行，两年，两年
不行，三年。’”听到儿子说出这样
的话，周志勇特别感动。

周志勇拿出200亩地，让周靖
凯去做做试试。周志勇说，“从这
个果园我看到很多创新，像区域
化、网格化的管理，这个理念是我

们这一代人做不到和没有想到
的。这片地用多少水、施多少肥、
用多少工，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
农业其实难就难在管理上，他把
果园管理数据化了，比如苹果套
袋，工人说套了多少就是多少，现
在有了分区管理和数据，套了多
少个袋，就非常清晰明了。”

现在，周志勇对儿子返乡不再
是抵触和反对，而是欣慰。“他回
来，对我来说是如虎添翼。”周志勇
说，这几年陆续有年轻人回来做农
业，他现在对儿子很放心，也放手
让他大胆去干。“现在农业和科技
相结合，再加上机械化作业，就得
年轻人回来做，老果农做不了。”

栖霞市果业发展服务中心研
究员李宝忠说，目前栖霞市已经
出台了苹果产业人才集聚若干措
施和系列政策，提出每年培育300
名以上职业农民、“田秀才”“土专
家”“乡创客”“新农人”和“农机工
匠”，充实村级技术推广队伍。围
绕产业链创新创业，从优落实人
才引进和创业支持政策，吸引更
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今年，烟台又启动了新一轮
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将持续推进以烟台苹果为引领的
果业高质量发展，保护好乡村优
势特色产业“金字品牌”，以转型、
提质、增效为重点，集成推广新品
种、新技术、新装备，引领新主体
和新模式革新跨越，提升烟台果
业市场竞争力和全产业链管理水
平，重塑传统产业新优势。

把苹果卖到全世界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在栖
霞，像周靖凯这样的“果二代”返乡

“接棒”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乡村振
兴的大时代里，“果二代”有自己的
新征程，姜静也是其中之一。

11月17日，在栖霞齐鲁泉源
供应链有限公司分选包装车间，
机器轰鸣，工人忙碌，工人们正在
将从分选机器上下来的苹果包装
装箱。“这种苹果个头虽然小，但
是售价并不低。”齐鲁泉源供应链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静说，这些
苹果将出口到印尼和菲律宾。除
此之外，公司的苹果已销往全球
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姜静所从事的事业正是烟台
苹果革新的重要一环。2019年底，
烟台提出聚焦果业提质增效和农
民增收致富，着力构建现代特色
果业生产、产业、经营、市场四大
体系，以苹果产业升级带动乡村
产业振兴。

姜静的父亲姜延泉创立的齐
鲁泉源供应链有限公司是集苗木
栽培、果蔬储藏、果品深加工、农
产品研发检测、供应链金融和进
出口贸易等于一体的苹果全产业
链企业，被评为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同时也是山东省
唯一一个果品类“独角兽”企业。

作为一名“果二代”，“80后”的
姜静大学毕业后便进入公司工作。
起初，姜延泉带姜静跑国外的市
场，后来她就自己去国外开拓客
户。“在国外，他们特别看中品牌。
条件非常苛刻，你要先把货铺过
去，市场认可才行。”姜静说，一批
货十多万元，当年也是很害怕，因
为市场不会给你情面。最终，凭借
过硬的品质，“泉源”牌苹果已成为
印尼前三大客户的主要供应商。

“有了成功的经验，又复制开
拓了多个国家的100多个客户。”
姜静说，她深耕国外市场多年，小
到包装，大到合同，已十分熟悉，

“只要用心了，就一定能做好”。每
当有客户称赞苹果好吃，姜静都
特别自豪，“品质是企业的生命
线，好品质造就好品牌。”

除了卖苹果，齐鲁泉源还种
苹果。“公司建了两个苹果示范
园，引入目前国际最先进的滴灌
设备，整个基地采用矮化自根砧
的双脱毒苗木。”姜静介绍，公司
还建成了全国首家苹果物联网可
追溯体系，实现了苹果在开花、结
果、施肥、喷药等环节全过程可追
溯。其中，泉源豹山口基地生产的
苹果2021年搭载神舟十三号飞上
太空，成为“太空第一果”。

11月15日，姜静在朋友圈发
了一张10年前到印尼参加供货商
大会的照片，并写下这样一段文
字：“弹指一挥间，岁月如梭，我仍
然保留着那份最初的梦想。”

这些“果二代”是父辈眼中的
“娃娃”。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坐标
上，“果二代”们正在上演一场游
子和家乡的“双向奔赴”。

11月24日，“雪苹果”种植基地的苹

果树上白雪皑皑。 周靖凯供图

11月17日，在栖霞齐鲁泉源供应链有限公司分选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着包装将要出口到国外的苹果。 记者 钟建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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