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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苹果少种32万亩，产量反增万吨
“苹果革命”三年见成效，改造132万亩老劣果园，亩均增收400元

本报烟台12月10日讯（记
者 张琪 杨凡 李楠楠 钟
建军 杜晓丹） 一场“苹果革
命”，三年成效凸显。一份来自
烟台市的果业“成绩单”显示：
全市三年累计改造老劣果园
132万亩，折算后亩均收益提高
了400元。

“我种了这么多年苹果，
今年行情最好，好的条纹苹
果能卖到7块钱1斤。”栖霞市
62岁老果农潘世龙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10亩苹果园纯收
入1 5万元以上，比没改造前
增收两倍。”

“如今村里1000多亩果园，
已改造了七八百亩，仍在继续
改造中。”栖霞市唐家泊镇肖家
夼村党支部书记王鹏绩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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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能卖到每斤12元，供
不应求。”

走访栖霞、招远、海阳、蓬
莱、牟平等多个烟台苹果产区
发现，像潘世龙、王鹏绩这样从

“苹果革命”中受益的果农不在
少数，他们改造更新的果园正
是烟台苹果不断革新升级的缩
影。

烟台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吴晨光说，烟台连续
开展了三年苹果产业高质量发
展行动，改造老劣果园132万余
亩，亩均收益提高了5%，果业
提档升级成效渐显。

132万亩和5%，数字背后
意味着什么？

烟台市农业农村局数据
显示，烟台全市苹果种植面
积为248万亩，这意味着如今
超半数的果园发了“新枝”。
2019年烟台市苹果亩均收益
约8000元，现在亩均收益达
8400元，较改革前提高了400
元。“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
展事关烟台1 7 0万苹果产业
从业者，更事关乡村振兴的
成色和底色。”烟台市委副秘
书长、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高
言进说。

2020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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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出“老龄果园升
级”“优品选育革新”“园区改造
示范”组合拳，掀起了“苹果产
业革命”。

“三年来苹果产业的改革取
得了很大成效。”烟台市苹果协
会执行会长姜祉佑说，烟台苹果
产业走上了由“总量扩张”向“提
质增效”的转型之路。另一项数
据显示，较“苹果革命”前，全市
苹果种植面积降了32万亩，但单
产却从1 . 99吨／亩上涨到2 . 25
吨／亩，总产量不降反增，增加
了近1万吨。目前，烟台苹果品种
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已经显现，正
朝着“早中晚、红黄绿、甜香脆、
名优特”方向布局。

“今年烟台又启动了新一
轮烟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三
年行动。”高言进说，将持续推
进以烟台苹果为引领的果业高
质量发展，保护好优势特色产
业“金字招牌”，再造竞争新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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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烟台果农潘世龙在自家苹果园采摘苹果。 记者 吕奇 摄

记者 张琪 杨凡 李楠楠
钟建军 杜晓丹

一笔“个人丰收账”———
老果园改造后增收两倍

“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后，果园里80%
以上栽种的是新品种，今年苹果收购价
格尤其高，好的条纹果每斤卖到七八
元。”今年苹果收获季后，栖霞松山街道
客落潘家村果农潘世龙眉头舒展，乐得
合不拢嘴。

今年62岁的潘世龙从18岁开始，种
了40多年苹果。“刚开始种小国光，后来
改种红富士，再后来就栽种红富士新品
种。”种了一辈子苹果的潘世龙，语气中
透着满满的骄傲，靠卖苹果挣来的钱，
他在村里收获众多“第一”。

当看到老果树的苹果卖不上高价，
他毅然决定“刨根换种”，着手对老果园
改造。“我从2017年开始就对老果园改
造，如今，果园里80%以上栽种的是苹果
新品种。”

“不改不行啊，不跟着形势走，容易吃
亏。”潘世龙表示，虽然改造后，头两年收
入确实有所减少，但是随着新果树进入
盛果期，苹果不仅表光好、果型好，优质果
也提升了。今年80%以上都是优质果。

“老果园没改造前，一年也就收入
四五万元。”潘世龙说，“老果园改造后，
刨去成本，纯收入达到15万元以上，比没
改造前增收了两倍！”

2019年，烟台市红果果家庭农场技
术负责人刘鲁强向自家苹果园开刀，一
狠心将16亩果园里的果树“隔行去行”进
行改造。隔行去行后效益不降反增，效
益增长了20%以上。“其实苹果的利润大
部分都取决于好果，以前那种密植果
园，产量高，产出来的大部分是低端苹
果，没有多少利润。”

“8米的行距，适合机械化作业，在树
减少的情况下，每亩产量从7000斤提升
至9000斤。”刘鲁强说，隔行去行带来的
效果超乎想象，改造完第一年，收益有
所减少，到第二年效益持平，第三年较
老果园增加收益20%以上。苹果质量大
幅提升，优质果达到85%，比没改造前提
升了10%以上。

3年来，烟台累计改造老龄苹果园
132万亩，伐老建新面积20 .5万亩。较2019
年，全市老龄果园面积下降31 .5％，中年
期果园增加7 . 5%，盛果期果园增加
12 .2%，果树龄结构日趋优化。

一笔“品种创新账”———
苹果品种登记数量“三分天下”

在传统的苹果种植中，一般是三年
结果，四年初步形成产量，五年才能进
入丰产期，较长的回报周期降低了苹果
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中国苹果产业协
会副秘书长、山东省苹果产业协会会长
阮树兴说，“早丰产就意味着早丰收，能
有效缩短果园投资回报周期，进而吸引
更多果农和社会资本参与到苹果产业
转型升级中来。”

新品种是果业发展第一生产力。近
年来，面对苹果品种相对单一、红富士
种植面积一度超过80%的现状，烟台以
消费需求为导向，加紧研发苹果新品
种、新砧木，形成“早中晚、红黄绿、甜香
脆”品种结构。在烟台，90%以上高接换
头改造的果园改种了“维纳斯黄金”“王
林”等黄绿色品种，50%以上新植果园种
植了黄绿色品种，“维纳斯黄金”“王林”

“明月”等新品种种植面积增加4倍，产量
增加2 . 2倍。苹果品种由原来的红富士

“一家独大”，转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已
经显现，传统“富士”种植面积占比下降
至20 . 92％，优系“富士”面积占比增至
63 .6％。同时，晚熟品种种植面积减少了
17%，“早中晚”供应更加均衡。

栖霞市唐家泊镇肖家夼村党支部书
记王鹏绩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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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品种的合理布局得益于苗木
研发优势。三年来，烟台已建成国内一
流的苹果脱毒种苗繁育中心、苹果智能
化练苗温室和苹果脱毒采穗圃，年产脱
毒苗木能力达2000万株以上，现有优质
苹果苗木繁育基地1 . 5万亩，年产苗木
5500万株，全国市场占有率达60%。全市
获农业农村部登记苹果品种达80个，数
量占全国1/3，在登记数量上实现了“三
分天下”的品种优势。

通过品种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
新、装备创新等新技术新理念的应用，
全市低效果园面积有所下降，但产量仍
保持稳定增长，生产能力有效提升。据
统计，全市苹果面积从2019产季的280万
亩调整到2022产季的248万亩，单产从
1 .99吨／亩上涨到2 .25吨／亩，总产量从
557 .2万吨增加到558万吨。

一笔“产业优势账”———
突破一产，“接二连三”

田间连车间。在齐鲁泉源供应链有
限公司苹果分选包装车间里，清洗、分选、
包装，圆润通红的苹果从栖霞走向世界
大市场。

“进去的是新鲜苹果，出来的就是苹
果脆片了。”走进泉源公司一个高标准生
产车间，可以见证一个苹果从鲜果变成
脆片的全过程。齐鲁泉源供应链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姜静说，这里的原料全部是
本地产的优质苹果，将清洗后的苹果去
皮去核切片后，通过热风干燥设备进行
风干，接着就进入最核心的真空压差膨
化罐。在这里，对苹果片进行5-6小时的二
次脱水。15斤的鲜果，最终能产出1斤苹果
脆片。苹果脆片保留了鲜果95%的营养成
分，且在加工中不添加任何色素和添加
剂，因此在儿童及年轻人中备受欢迎。

齐鲁泉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延泉指着一包苹果脆片说，“像这包
脆片，价格比鲜果增长了20倍左右。”

“烟台人对苹果抱有特殊感情。”烟
台市委副秘书长、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高
言进说，在烟台市16条重要产业链的食
品产业链中，苹果产业占有重要位置。
烟台提出，推进乡村振兴，实施“1+6”特
色产业集群培育工程。其中“1”就是指烟
台苹果千亿级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从种植起步，经过多年积淀，烟台市
苹果产业链不断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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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烟台
拥有安德利、泉源、联蕾、德丰等1000余家
果品贮藏加工企业，以及1500余家苹果生
产加工专业合作社建有果品贮藏库1348
座，库容能力达342万吨，全市苹果年加工
能力逾400万吨，果胶生产和香精提取技
术全球领先，先后开发出果胶、香精、籽
油、酵素等系列深加工产品100多种，销售
收入过亿元的果品龙头企业22家。作为中
国果业第一品牌，今年8月发布的《2022年
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报告》显示，烟台
苹果品牌价值达152 .94亿元，连续14年稳
居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榜首。

一业兴来百业旺。三年“苹果革
命”，三笔“明白账”，既算个人“收入
账”，又算产业“优势账”；既算当前“经
济账”，更算长远“发展账”。一笔笔账
单清清楚楚，这笔“丰收账”写在了纸
上，更写在每一位果农的心坎上。

三年“苹果革
命”带来了什么？记
者走访烟台苹果各
个主产区，与众多
果农以及苹果产业
从业者一道，算算
关于三年“苹果革
命”的三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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