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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沂源，不能不提苹果，不能
不提“沂源红”。沂源出产的苹果，素
以色、香、味俱佳著称，通过近些年
的发展壮大，沂源苹果俨然已经在
全国苹果市场中树立了品牌形象，
也让沂源成为了一座果业“名城”。

9月11日，记者来到沂源县，探
访近年来这个县如何以业兴农，通
过种植苹果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践经
验。

“幸福种地法”

破解老龄化难题

站在果园高处极目远眺，浓浓
绿意一直绵延到视野的尽头。前瓜
峪村位于沂源县张家坡镇政府西北
方。

村子560户1560口人，村民收入
的 9 0 %来自于林果业。但是近年
来，这个村的林果产业发展遇到了
瓶颈。“年轻人大多进城了。”村
支书宋纪刚今年45岁，是村里数得
着的年轻面孔。

“人老了，脑力、体力都跟不
上。”宋纪刚说，年纪大的浇个地

拖不动水管子，有了新技术，接受
起来也有难度。结果就是果园郁
闭，优质果率只有30%左右；一家
一户“各自为政”的生产模式，导
致果园管理水平差距很大，果品质
量参差不齐、缺乏市场竞争力。

如何破解？“把一家一户的果
农组织起来，把分散的地块整合起
来。”2018年7月，由村党支部牵
头，沂源县绿果果蔬专业合作社成
立，106户村民入社。

合作社的章程规定，入社的850

亩地的三权属性不变，承包权和经
营权仍归农户所有，收益也全部归
农户，合作社就是一个纯粹的服务
性机构，其任务就是组织果农按标
准生产规程进行生产，实现集中统
一管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
技术托管。”宋纪刚一言以蔽之。

老人浇不了地，实施水肥一体
化；打不了药，用无人机飞防；不
懂果园管理，搞技术外包，合作社
统一购买服务……一项项新技术、
新办法让种了三四十年地的老果农
们眉开眼笑。这些新技术、新措施

的落地，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在实
现山区林果业机械化生产的同时，
解决了谁来种地问题。

“现在浇地连去都不用去，坐
在家里喝茶就行。”70岁的宋玉兴
种着4亩果园，说起水肥一体化，
顿时喜笑颜开。宋纪刚介绍说，按

照传统的生产操作方法，一亩地浇
水、施肥、喷药一次各需要1个人
工，现在运用水肥一体化，加上物
联网技术，由合作社代办，一个人
2小时就能把一亩地的浇水、施肥
任务搞定，而且一套系统同时可完
成30亩的作业面积。大家高兴地把

这种种地法称为“幸福种地法”。
此外，合作社还制定了“十统

一”生产技术规程，“850亩地一块
田。合作社内一切都按规程来，标
准化生产明显提升了果品品质，优
质果率从原先20%-30%提升到现在
的70%以上。”宋纪刚说。

如今，这种“幸福种地法”正
在沂源大力推广。2019年2月，沂源
县发出《关于加快推进村党支部领
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见》，力争
到2021年，全县610个涉农村（社
区）都有运作规范的合作社，合作
社的生产经营管理环节基本达到
“十统一”服务标准。

苹果不套袋

好看又好卖

9月10日，最后一车嘎啦苹果运
往北京盒马鲜生，至此，中以果业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的100多亩嘎啦
苹果，在10天内全部售罄。“这几天还
有来订货的，只能等明年了。”示范
园负责人张强说。

（下转A2版）

金秋时节，风轻云淡。9月19日
下午3点，在莒南县洙边镇东黄埝
村村东的山坡上，张庆爱和妻子正
在拾板栗。

张庆爱家有3 . 5亩板栗园，和周
围几十亩树连成一片。张庆爱和妻
子在板栗树下，弯着腰拾着掉落在
地上的板栗。轻风吹过，不断有板
栗从树上掉下来，砸在地上发出很
大的响声。树上，是更多的笑开了
口的栗蓬，里面滚圆的火红板栗在
轻风中摇曳。

这3 . 5亩板栗园，张庆爱和妻子
一天要拾两遍，上午一遍下午一遍。
9月18日，夫妻俩一天拾了300斤板
栗。张庆爱估计，19日一天虽然还没
拾完，肯定要比18日拾的更多。

在东黄埝这个不足400口人的小
山村里，有人在设摊收板栗。18日
的收购价格是每斤6元，19日涨到了
6 . 5元。正在卖板栗和走过来问价的
村民脸上，满是笑容。今年天旱，
为了丰收，张庆爱浇了 5遍板栗
树。他看着满树的栗蓬说：今年板
栗丰产丰收已成定局。

洙边镇多山岭地，土层很薄，
只能种花生地瓜。1990年以来，当
地农民在党委政府的号召下，在山
岭地上栽下了成片的板栗树。因为

板栗而增收的故事，在这个小山村
里流传着。70岁的村民孙成森，和
妻子管理着4亩板栗园，一年能收
近4000斤板栗。因为板栗，老两口
颇有些积蓄，在今年开始拾板栗
前，他们拿出3万元钱，两个儿子
一个闺女一家给了1万元。73岁的孙
传山和妻子管理着6亩果园，去年
卖了5000多斤板栗，今年村民都说
他们家至少还能拾5000斤。

一亩板栗能产多少斤?东黄埝村
的村民说，他们还没有摸到顶。板栗
树刚开始进入盛产期时，一亩产到

五六百斤，他们很高兴。随着管理经
验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更优质品
种的推广，亩产量提高到七八百斤。
近几年，亩产板栗过千斤的事儿在
村中流传着，而被流传着的当事者
总是笑得合不拢嘴说：哪有这么高。

张庆爱说，近两年全村100多亩
板栗平均亩产在800斤以上，最高的
地块肯定过了千斤。因为板栗能带
来这么高的收入，从2017年开始，
村民又开始栽新板栗树。三年前栽
下的板栗树，虽然只有一米多高，
枝头也挂着二十多个栗蓬。

9月 1 9日，沂南县大庄镇农
民 载 歌 载 舞喜迎中国农民丰收
节。

当日，大庄镇新修的沟崖村至
司马村16公里柏油路正式通车，彻

底解决了当地群众出行难、农产品
卖难。沿线群众喜气洋洋，蒸了花
馍，端着丰收的果实，载歌载舞喜
迎农民丰收节。

（杜昱葆 高波 摄）

前瓜峪村的宋纪刚（左一）在查看苹果长势。

技术托管解决谁来种地，紧跟先进技术迭代步伐

育好山水产好果，喜看“沂源红”新风向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唐峰 通讯员 张琦

丰收的板栗映红金秋
农村大众报记者 孙成民 张天银 通讯员 刘雁 孙烨

东黄埝村村民孙成富正在把当天拾的板栗倒在地上。

载歌载舞喜迎丰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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