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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一副黑框眼镜，衣着时尚，初见荣成市
小伙儿宋楠，谁都不会把他和农业联系在一
起，可他却自豪地说自己是“种苹果的”。

宋楠出生于1988年，大学毕业后赴加拿大
留学。留学期间，他通过个人奋斗创业成功，
经营着几家餐厅。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宋
楠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2013年，他回到
家乡，注册成立山东悦多果业有限公司，建立
起2000亩的现代化苹果种植园，一门心思研究
起怎样种出好苹果。

2017年，宋楠迎来收获的时刻，他栽下的
苹果树开始挂果，最贵的苹果一个能卖到20多
元。

“建立中国苹果行业第一品牌，把苹果卖
到食品安全认定等级最高的北美市场。”在追
逐梦想的道路上，宋楠仍在全力奔跑。

无心插柳柳成荫

“哇啊哦！哇啊哦！哇啊哦……”宋楠的
苹果梦是从一连串惊呼开始的。

2012年的一天，宋楠陪朋友参观国外的一
处苹果园，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果园里
的行距极大，大型农机可以自由出入进行作
业，苹果树的株距又极小，一行苹果树紧紧挤
在一起。

小时候，宋楠在农村的姥姥家度过了一段
快乐时光，爬上果树摘下甜美多汁的苹果大快
朵颐是他对这段时光的美好回忆之一。身处这
家苹果园，宋楠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老家果园的
样子：“果树挨果树，密密麻麻，人在里面腰
都直不起来。”两相比较，宋楠发出感叹：
“原来苹果还可以这样种！”

这次参观给了宋楠极大的震撼，完全颠覆
了他对苹果园的认知，他说人家国外的苹果园
是葡萄园式的，是像种葡萄一样种苹果。

宋楠是个有心人，他没有沉浸在震惊中不
能自拔，而是敏锐地从两种种植方式的差异中
洞察到了商机。

“我父亲做石油生意，我们判断未来一旦
能源技术取得突破，对石油的依赖会越来越
小，而农业是个被严重低估的行业。”宋楠一
直非常看好农业，他把农业比作有待开采的金
矿，“举个例子，一斤地瓜在地头收一块钱，
到市场上卖三块，在超市能卖十块二十块，工
业产品已经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空间了。”为什
么不把这种先进的苹果种植技术引进中国？经
过这次参观，宋楠认定苹果就是他要开采的那
座金矿。

“本来是陪朋友看果园，没想到自己一头
扎进了苹果行业，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谈
起这段经历，宋楠笑着说。

宋楠想把他们的苹果种植技术打包带走，
可人家将自己的先进技术视若珍宝，并不想拱
手送人。宋楠想办法和对方沟通，他流利的英
语帮了大忙，“种苹果的没有几个会讲英语
的，我的英语还可以，我告诉他们希望把这些
技术引入中国，同时可以帮助他们把设备卖到
中国。”用三寸不烂之舌，宋楠终于说服了外
方。

拿到国外的先进技术，宋楠兴奋不已，
“当时想得很简单，照搬国外的先进技术种苹
果，预计一亩地能产一万斤，一斤卖三块钱，
成本一块五，挣一块五，一亩地挣一万五，一
千亩地就能挣一千五百万。”宋楠似乎看到美
好的前景正在朝自己招手。

享受种苹果辛苦过程

农业是金矿，看到是一回事，能不能开采
出来又是另一回事。对行业的认识越来越深
入，宋楠发现种苹果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容
易。

“入行之后，才知道以前想得太简单，不
是每亩地都能产一万斤苹果，也不是所有苹果
都能卖三块钱一斤，还有卖三毛的。”经过测
算，宋楠得到一个残酷的结论——— 纯粹种苹果
根本不会挣钱，“不计算财务成本十几年才能
回本，要是算上利息几十年都拿不回本钱。”

“种苹果比想象的难十倍。”宋楠感慨
道，要让苹果变成“金苹果”必须要探索出一
条新路。

一番思考后，宋楠找到了出路——— 在苹果

产业链的后端下功夫，“对生产、分选、营
销、品牌、渠道进行全方位打造，提升苹果的
附加值。”

单纯的苹果种植变成了复杂的苹果产业
链，宋楠请人制订了详细的发展规划，“在种
植端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进行有机种植，
实现全程可追溯；在分选端，通过现代化工厂
的精度分选按照统一的标准输出；通过营销打
造品牌，进入到相应的渠道。”

有了规划，宋楠立即开始行动。2013年，
他在流转的荣成夏庄镇甲夼曲家、马家、哈
山、前寨等8个村的2000亩土地上，建起了现代
化的苹果种植园。

这2000亩地原来是梯田，为了方便机械作
业，需要改成坡地。工程开始后，宋楠和父亲
就泡在工地上，现场指挥。从整理土地开始，
苹果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宋楠都亲自参与。

宋楠家庭条件优越，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
但从没有干过农活，种苹果让他吃了不少苦
头。宋楠幽默地调侃种苹果给自己生活带来的
变化；“我过去是五点睡觉，现在是五点起
床，以前一天换三件衣服，现在是三天换一件
衣服。”

种苹果虽苦，但宋楠宁肯吃苦，也要干在
一线。他说：“只有亲身参与，才能明白整个
行业的逻辑，才能知道每个环节难在哪里。”
在各个环节中，宋楠尤其重视种植，他打了一
个比方，“就像造车，知道宝马奔驰好，造不
出来没有用，想造出来就要从零部件开始研
究，种植是整个苹果产业链的源头，光听人说
不亲自去种，就不知道好苹果是怎么种出来
的。”

“农业很苦，但我觉得还OK，我在加拿大
创业做餐饮，也很辛苦，一直站着，每天睡三
四个小时，现在我挺享受种苹果的这个过
程。”说起吃苦，宋楠风轻云淡。

苹果好吃才是真的好

“好苹果是种出来的。”悦多果业把这句
话奉为圭臬，为了种出好苹果，宋楠煞费苦
心。

要种出好苹果，首先要明确什么才是市场
认可的好苹果，宋楠发现，行业里生产者和消
费者对好苹果的定义完全不同。

看货打价，这是宋楠涉足苹果产业后学会
的第一句行话。“苹果的好坏、价格高低不取
决于好不好吃，而是取决于好不好看。”说白
了，看货打价的意思就是以貌取果。

宋楠说，在这种导向下，果农的一切种植
行为都以让苹果好看为目的。“上猛药、摘
叶、早采，这样种出来的苹果表皮光滑好看，
但口感不好，大家现在觉得苹果不好吃了，就
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消费者当然更喜欢好吃的苹果，

哪怕外表不好看。”宋楠认为，看货打价让苹
果行业跑偏了，而他要种出消费者喜欢吃的好
苹果。

“农产品的质量有三个决定因素，气候、
土壤和品种，三个因素都对了就基本成功了，
错一个就错一半，要是错两个基本上就全错
了。”从果园选址开始，宋楠就坚持了高标
准。

为了找到一个接近水源的地方，宋楠跑了
几个星期气象局，查了几十年的水文资料，
“主要看降水量多少，有没有冰雹。”宋楠最
终选中的夏庄镇，降雨量充沛，园区内修建了
三处大型水利工程，“去年大旱，但是我们的
果树基本没受到影响。”

接下来是调土。“苹果不好吃，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是土壤中的有机质不够了。”宋楠介
绍说，在整地的时候对土壤进行了调理，“深
翻土，把深层土和表层土进行交换，再增施有
机肥，然后把种苗栽下去。”

世界上最先进技术都拿来

走进悦多果业的苹果种植园，一行行苹果
树排列得整整齐齐，如同威风凛凛的军阵，看
上去十分壮观。

当初让宋楠感到震撼的国外果园宽行密植
的种植方式，在这里已经全部实现，“行距达
到4米，能跑开大型农业机械，还可以增加光照
和透气性，有利于苹果糖分的沉淀；株距80厘
米，密植能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增加产量。”
宋楠给记者介绍宽行密植的好处。

巨大的行距并没有浪费，而是覆盖着一层
厚厚的杂草。草是特意种下的，宋楠道出了它
们的妙用，“草能保温蓄水，增加土壤的透气
性，到冬天还能变成优质的有机质。另外，种
草还是生物防治的手段，草长到20厘米，虫子
不上树。”

靠近果树，更多的细节浮现出来。每棵树
的树干上都贴着条形码，树枝上一些五颜六色
的卡片在随风起舞。“条形码作为每棵果树终
生唯一的标识，是它们的‘身份证’，树枝上
悬挂的卡片记录了每一项作业和作业工人的姓
名。”宋楠说，实行编码和标签管理，让整个
苹果种植的过程实现可追溯。

宋楠原计划直接复制国外引进的苹果种植
技术，但是为了种出最好的苹果，他已不满足
于此。美国的机械化，日本的精细化管理，以
色列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宋楠说：“悦多几乎
把世界上用在苹果种植上的先进技术都拿过来
了。”

虽然每个环节都争取做到极致，挫折还是
不期而至。宋楠付出了几年的心血，眼看树上
就要挂果，迎来丰收的时刻，果园里突然爆发
了虫害，“一开始对种苗不了解，在购买种苗
的时候混入了带虫的种苗。”

“虫害有传染性，不伐掉整个果园都会遭
殃。”宋楠忍痛伐掉了200亩果树，据他估算，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万元。

宋楠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但他并
没有放弃，他将错误视为宝贵的财富，“种苹
果的周期很长，一个农民一生只能收获三四十
次，今年错了就得等明年。”

四名硕士常驻在悦多的果园里，专门负责
种植技术。此外，悦多还有国内外专家组成的
顾问团，宋楠经常通过邮件向外国苹果专家请
教。

凭借强大的科研力量，悦多的苹果种植技
术不断提升。宋楠说，直到今天悦多还在犯
错，但错误正变得越来越少。2017年，树上结
出了第一批苹果，宋楠终于种出了他期待的好
苹果。

32张照片给苹果做全身CT

好苹果是种出来的，但种出来的不一定都
是好苹果，“同一棵树上的苹果最多能分成九
个等级，价格能相差三十倍。”那么如何保证
消费者吃到的每一个苹果都是让他们满意的好
苹果呢？

悦多果业苹果种植园的一旁，坐落着公司
的苹果分选加工车间。不同于冬日果园的寂
静，这里是一片热闹景象，车辆来来往往，每
天要向外发送三千个苹果快递。宋楠神秘地
说，车间里有他保证每个苹果都是好苹果的
“秘密武器”。

走进车间，看到工人们在一条条苹果分拣
线上忙碌着，所有分拣线上的苹果都来自安放
在车间最里面的一台机器。这台名为迈夫罗达
的全自动果品分选仪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果品智
能分选机器，它就是宋楠所说的“秘密武
器”。

苹果在机器上经过清洗、抛光等环节后，
会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断发出亮光。宋
楠介绍说，这是机器在给苹果拍照，“每一个
苹果都要拍32张照片，每一张照片都对应一个
数据，包括尺寸、颜色、质量等等，相当于给
苹果作了一个全身CT。”

拍照之后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测糖，机器
通过测糖仪测定每一个苹果的糖度。根据测得
的数据，机器将苹果送往不同的分拣线进行封
装，然后进入不同的销售渠道，给到不同的消
费者。宋楠告诉记者，悦多果业生产的每一个
苹果都要经过分选仪的分拣。

“好苹果是种出来的，也是选出来的。”
宋楠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靠
人工根本无法对苹果进行标准化分级，“今天
吃好吃，明天吃不好吃，质量不能保证，就不
会形成品牌。”机器能把苹果分成三十个等
级，确保消费者吃到的苹果都是一个味道，
“保证了品质，才能有品牌。”

“雀斑美人”可以和“爱妃”

竞争

果园里的风吹日晒，让没有干过农活的门
外汉变成了苹果专家，说起与苹果相关的技
术，宋楠滔滔不绝。宋楠告诉记者，他现在是
一个外国农业部的国家访问学者。

不过，相对于苹果专家，宋楠更愿意把自
己定位于产品经理，“对于技术我只是略知一
二，我主要还是负责营销，从市场角度来看待
苹果是什么样子。”

好苹果并不能自然卖出高价，“消费者作
出选择只需要1秒钟的时间，两个苹果放在一
起，他在一刹那间还是会选择红的那个，虽然
带回家后发现并不好吃，要说服消费者，把好
吃不好看的苹果卖得比好看的苹果更贵，就需
要营销。”这正是毕业于市场营销专业的宋楠
所擅长的。

“消费者不会花两三分钟去看文案，一个
好的推广语用简单几个字就能把消费者的眼球
抓住。”悦多果业有一个苹果品牌叫风霜蜜，
这是宋楠起的名字，他还配了一句广告语，
“挂树189天，历风霜，自然熟，天然蜜”，
“通过这句话是想告诉消费者这个苹果没有早
采，自然成熟口感更好。”

类似的创意还有很多。有一次，宋楠发现
一座果园的苹果口感不错，就全部收购下来。

这座果园旁边有一个养牛场，果园主人告诉宋
楠，他没用一粒化肥，用的全是养牛场的牛
粪。怎样告诉消费者这是有机种植的苹果？宋
楠灵机一动，想出了“牛场旁”的名字，在名
字下面写着“二百头牛喂出的好苹果”。苹果
拿到网上销售，消费者很好奇，纷纷询问啥意
思，宋楠把果园的照片发上去，这款苹果很快
就被抢购一空。

“我是学营销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同
时长期在第一线干，知道产品的特点，能把两
者结合起来，用简单的一句话提炼出最大的卖
点。”宋楠坦言自己为何有如此多的创意。

悦多旗下的苹果品牌，最让宋楠骄傲的是
“雀斑美人”。

“雀斑美人”是在王林苹果的基础上改良
而来。它外表普通，但香气怡人，甜度惊人，
口感细腻多汁，“用‘雀斑美人’来将这种外
表与内里的反差形象化，同时提炼出‘ 自然
果点阳光甜 ’的概念来给消费者一个强有力
的购买理由。”宋楠介绍说。

宋楠把“雀斑美人”寄给客户试吃，“我
们的客户都是吃出来的，他们吃了就成功了一
半，来了就成功了99%。”对于“雀斑美人”，
宋楠充满信心。

果然如宋楠所料，“雀斑美人”成功打动
客户。去年11月3日，宋楠为“雀斑美人”举办
了一场隆重的首发式，与多家渠道商签订了合
作协议。

好消息接踵而来。有一天宋楠接到了一个
导购发来的信息，“她说咱家苹果火了，我赶
紧问怎么回事，她告诉我一个客户把店里3000
多块钱的苹果全都买走了。”

宋楠告诉记者，“雀斑美人”已经进入中
国80%的高端超市，还被摆上了最好的位置，
“在‘爱妃’苹果旁边，和世界上最好的苹果
正面竞争。”

“爱妃”苹果的英文名是Envy，意思是被
嫉妒的苹果，它集美貌与美味于一身，价格昂
贵，被誉为“苹果之王”。“雀斑美人”能和
“爱妃”摆在一起，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更让
宋楠高兴的是“雀斑美人”在竞争中的表现，
“卖得比‘爱妃’贵，卖得还很好。”

“‘雀斑美人’摆在‘爱妃’旁边，不是
我们的要求，而渠道认为我们可以和‘爱妃’
竞争。”这让宋楠感到自豪，也坚定了他追逐
梦想的信心，“这个梦想是建立起中国苹果行
业第一品牌，把苹果卖给食品安全认定等级最
高的北美市场。”

外国人惊讶：“我们的果园只

是果园，而你的像公园”

2018年是宋楠种苹果的第五个年头，他对
公司进行了重新定位，“我们要做一家以种植
为核心、以农业为载体的平台型服务公司。”

在悦多果业的苹果种植园里，有一处名为
传习讲堂的建筑，这是宋楠免费教授果农苹果
种植技术的场所。宋楠通过输出技术和标准，
帮助周边果农种出高质量的苹果，然后利用悦
多的仓储、包装和分拣设备，将产品卖入渠
道，“从种植、仓储、包装、渠道和品牌方面
为大家提供服务，使苹果卖出溢价，再由双方
共享这部分价值。”宋楠希望通过服务带动更
多的果农致富。

这一年，宋楠年满30岁。俗话说三十而
立。在加拿大，宋楠已经有一段成功的创业经
历，但是他觉得真正让自己三十而立的是在家
乡种苹果，“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消费市
场，但是还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这是个
‘无中生有’的事，很难，但也更有成就
感。”

宋楠初见国外苹果园的时候曾惊讶地合不
拢嘴，现在他的果园已经开始让外国人感到惊
讶。美国华盛顿州苹果协会的一位副主席曾经
到访，参观完果园后，他对宋楠说：“我一个
月以来去了中国所有的苹果产区，你的果园是
我见过的最棒的，我仿佛站在了美国的果园，
哦！不！你的更好，因为我们的果园只是果
园，而你的像公园。”

宋楠种植的“雀斑美人”已经进入国内80%的最高端超市，卖得比“爱妃”还贵。他免费教授周边果农技术，帮助他
们种出高质量的苹果，然后利用他的仓储、包装和分拣设备，将产品卖入渠道，“使苹果卖出溢价，再由双方共享这部
分价值”。

宋楠：海归小伙儿种出“金苹果”
□ 本报记者 王建 逄春阶 本报通讯员 刘兆阳

悦多果业苹
果文化展馆。

苹果种植园
内的悦园亭。

苹果树上记录
生产过程的标签。

工人们在采
摘苹果。

宋楠向游客介绍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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