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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红——— 烟台苹果革命三年成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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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琪 杨凡 李楠楠
钟建军 杜晓丹 通讯员 栾钦程

一段苹果主题的视频通话

在烟台，有数以百万计的果农，
他们世世代代以种植苹果为生计。
苹果，在每个果农心里都有着一份
沉甸甸的重量，这是他们为之生计
的饭碗，更是他们倍加呵护的孩子。

从栖霞主城区出发，途经蜿蜒曲
折的盘山公路，沿途所见皆是果园，这
里是烟台苹果主产区中的“主力军”。

约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唐
家泊镇。如今，这里流传着一句话：

“烟台苹果看栖霞，栖霞苹果看唐家
泊，唐家泊苹果看肖家夼”，说的就
是肖家夼村出产的苹果，口感色泽
皆为上品，颇受市场欢迎。

村里的苹果受追捧，离不开村
子“带头人”党支部书记王鹏绩的功
劳，甫一见面，记者就看到了王鹏绩
与老熟人这样一段视频通话。

“李市长好！还在出差的路上
吗？今年市里面给村里重新建了一
片科技示范基地，您看看有没有好
的苗木和品种，给我们介绍介绍？”

“我还是建议再发展一部分‘瑞
雪’这个品种。”

“好！现在村里种的这批，立冬之
后摘的特别甜，糖度能达到17度多。”

“红富士的发育期一般是180
天，‘瑞雪’这个稍微长一点，195到
200天能不能做到？”

……
视频通话另一头的老熟人是山

东省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慧峰，两人
通话的主题还是老话题——— 苹果。

李慧峰是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研
究员，在2017年至2018年挂职栖霞
市科技副市长，在一次面向全市果
农进行的果树知识培训会上，参加
培训的王鹏绩对李慧峰介绍的苹果
新品种特别感兴趣。王鹏绩的兴趣
和他的焦虑有关，果农老了，树也老
了，这是摆在面前的棘手问题。

经年累月，果农年龄已六七十
岁，三四十年的老果树不舍得更新，
高大的乔化树管理成本很高。面对
这些问题，很多人都在思考，作为村
书记的王鹏绩更是着急。

“我邀请他来我们村看看，他考
察后说我们村特别适合种苹果。”王
鹏绩说，之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在
村里建立了一个科技扶贫示范基
地，一些新品种、新技术源源不断输
送到了肖家夼。

根据规划，2019年至2022年，烟
台全市将通过伐老建新、高接换头
等方式，对280万亩果园中的120万
亩老龄果园进行改造更新，而肖家
夼村就是果园更新改造的一隅。

副市长带来苹果新品种

在栖霞市挂职科技副市长期
间，李慧峰主要从事苹果品种评价
和技术推广工作。

“此前肖家夼村是市级贫困村。在

当产业的沃土，遇上创新的种
子，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生命力？在烟
台栖霞市唐家泊镇肖家夼村，村党
支部书记王鹏绩和挂职副市长李慧
峰因果结缘，成就了一段苹果佳话。

村党支部书记接地气，务实肯干
求知若渴。副市长是“技术控”，饱含
热情倾力相助。两人合力将1000多亩
传统“老果园”，逐步更新成焕发蓬勃
生机的“新果园”，为解决“树老”难题
开辟出试验田。他们种出的苹果品种
新、质优、价高，果农的日子越来越
好，昔日的贫困村早已脱贫摘帽。

栖霞挂职期间，到肖家夼村调研时
我们发现，村里的环境很好，但果树
品种老化，而且栽种模式比较落后，
导致老百姓生产成本高，效益比较
低。”李慧峰带着这些问题回去，经
专家论证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对
肖家夼村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给
村里无偿提供苗木和技术。

后来挂职结束了，但李慧峰
和村里的联系一直没有断。“村里
对咱工作比较认可，老百姓也很
热情，我们就把国内新选育的一
些品种，引进到肖家夼村。在王书
记的积极配合下，我们发现像瑞
雪等一些品种表现很不错，工作
就一直开展下来。”李慧峰说。

几年过去了，李慧峰挂职已
结束，王鹏绩还称呼他“李市长”。

“李市长每年免费给我们村提供
苗木和种植技术，村里的老果园
逐步得到改造。”王鹏绩说，如今
村里1000多亩果园，已改造了七
八百亩，仍在继续改造中。

伴随着果园改造，村民的日子
越来越好。2019年底，肖家夼村实
现全村脱贫摘帽。2020年，肖家夼
村成为“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助力乡
村振兴科技示范基地”，一些新技
术和新品种在村里进行推广。

近年来，栽种的新品种迎来盛
果期，为果农带来了好收益。“像瑞
雪等品种的苹果，高的能卖到12元/
斤，而且供不应求。目前，村里共种
植100多亩瑞雪，亩产六七千斤，85#
以上的果超过八成，效益很不错。”
王鹏绩说，现在村里成立栖霞逍鴐
夼果蔬专业合作社，对1200余亩果
园进行统一管理，老旧果园改造、更
新果树品类、施用有机肥、组织果农
定期培训等工作实现常态化，苹果
质、量不断攀升，打造了“逍鴐夼”品
牌，还取得了绿色食品认证。

通过多年交往，王鹏绩和李慧
峰已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不
只是果树种植以及农业的生产和动
向，个人工作中以及生活中遇到的
事，他们都会相互聊一聊。

“特别感谢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以及李市长对我们的帮助，虽然他
结束了挂职，但我们的关系没有
断，一直都有密切的联系。”王鹏绩
坦言，有了科技帮扶，肖家夼村苹
果产业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

“和回自己老家一样”

因苹果与肖家夼村结缘，现在
一谈起肖家夼，李慧峰的语气中就
透露出一股乡情，“一年去很多趟，
太熟悉了，和回自己老家一样。”

前段时间李慧峰回村里做了

调研，并进行科普宣传。他发现果
农在新品选育以及提升工作方面
的认识还不够。

“现在大家建新果园以后，主要
还是出去买苗木。我们可以在这方
面算算账，没必要出去买苗木。”李
慧峰提出了一个思路，就是要做好

“提纯复壮”，看谁家的苹果结得好，
标记好树，连续观察几年，如果表现
比较稳定，就可以在村里推广，这样
能减少百姓对苗木的投入。包括那
些新引进的品种，也要持续不断地
进行提纯复壮工作。这样能保证肖
家夼村果树改良工作始终能跟上市
场的需求，保证老百姓能持续增收。

“我们帮扶是一方面，王书记积
极配合，加上全村百姓的信任，这很
关键。”李慧峰说，“等忙完这段时
间，我去村里，把老百姓聚一块儿，
我把提纯复壮技术给大伙讲一讲。”

以前都是老果园的肖家夼
村，如今遍布盛产期的新果园。李
慧峰总要比村里人多想一步，为
调整种植结构和品种结构，他在
村里推广富士芽变品种“紫弘”，
还引进了“瑞雪”“瑞香红”“鲁
丽”，从日本引进了“名月”，还有

“锦绣海棠”等特色品种。
“逐步种植看看，哪个品种适

合，就大面积推广。”李慧峰说，经
过这几年的种植革新，瑞雪和锦
绣海棠等品种都不错，对老百姓
增收有效果。新品种一旦大范围
推广，对肖家夼村以及整个栖霞
苹果产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我不仅和王书记关系好，和
很多村民也都已经很熟了，他们
对苹果种植技术很渴望，也很信
任我。我来的次数多了，自然而然
就有归属感，感觉和到自己家乡
一样。”李慧峰说，他能帮助多少
就尽力帮多少，助力果农增收的
同时，也想为栖霞苹果产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在栖霞市果业发展服务中心研
究员李宝忠看来，王鹏绩和李慧峰
这段鲜为人知的“苹果佳话”，背后
是一股创新的力量，这股力量推动
着果业革新不断向前。

佳话背后的创新力量

李宝忠介绍，肖家夼村的果
业革新并非个例。面对在苹果产
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像王
鹏绩书记一样着急想办法的村书
记还有很多，他们“八仙过海”，在

“苹果革命”的道路上各显神通，
官道镇大解家村党支部书记徐卫
兵就是其中一位。

徐卫兵想法超前，干到了“苹

果革命”前面。早在2015年，徐卫
兵就开始布局了，流转了4个村近
900亩土地，成立圣杰果蔬专业合
作社，伐掉老果树，引进了苹果新
品种，采用宽行密植模式栽种，并
采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

徐卫兵走的是一条规模化果
园质效提升之路。此前，烟台苹果
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经营主体
散、果农组织程度散、地块管理
散。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占
主导地位，新型经营主体苹果种
植面积、产量分别仅占1/10、1/5，
果园随山就势、上山下滩、插花种
植，难以集中统一管理。

为了持续扩大规模，今年徐卫
兵所在的合作社又流转300亩果园。
徐卫兵说，宽行密植这种种植模式
非常省时省力，1200亩果园，2台机
器打药，3天干完了，“按老模式，老
百姓打药的话，10天也干不完”。

11月16日，在圣杰果蔬专业合
作社的果园里，大部分苹果已经摘
完，还有少部分苹果挂在树上。“昨
天110多名果农还在摘苹果，采摘了
将近1个月，现在已进入收尾阶段。”
徐卫兵说，今年气温高，苹果采摘比
往年提前了10天左右。

品种的更新加上规模化、标
准化种植，合作社的果园收益明
显。“现在园区果树正处在丰产
期，亩产在七千斤左右。”徐卫兵
说，“果园大面积种植的是全红苹
果，今年来说，80#以上的果达到
80%。第一次入库时，1165桶苹果
有664桶达到85#以上，目前苹果
收购价在3元到4元之间。”

目前圣杰果蔬专业合作社的果
园和周边合作社果园一起组成了官
道镇万亩苹果谷现代化苹果种植基
地。“经过这三年对苹果产业一系列
的提升工作，取了很大的成效，涌现
出一批现代化果园，起到了示范引
领作用。”烟台市苹果协会执行会长
姜祉佑说，“万亩苹果谷通过现代种
植模式减少人工、改良品种，推行机
械化作业、提升苹果品质，促进了苹
果的高质量发展。”

今年，新一轮烟台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启动，将持续推进
以烟台苹果为引领的果业高质量发
展。烟台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吴晨光说，烟台将从强化科技创
新上发力，重点选育着色好、抗病虫、
品质优、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免套袋品
种，加快创新集成省工省力、优质高
效的现代集约轻简化栽培模式。

烟台苹果一路走来，经过150多
年的风雨，艰难过、辉煌过、迟疑过、
跨越过，无论是肖家夼村还是大解
家村，他们都在走一条创新之路。

李慧峰多次

来到肖家夼村，手把

手把技术教给果农。
(图片由王鹏绩提供)

王鹏绩在与李慧峰视频

聊天，交流苹果种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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