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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亿，惠及群众8万余人，在乡村振兴中跑出全方位稳

中增长的黄陵节奏。

果园里“五新”多

8月22日，桥山街道办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陵县

苏家险试验示范基地里，位于塬面上的135亩“五新”果

园，有红有绿，品种不同的苹果都在迎风中微荡，笑接

八方来客。巴克艾正在采摘上市，这种拳头大小、浑身

亮红色、水分大、甜度高的苹果是三大早熟果之一。基

地负责人李兴年告诉记者，早熟品种会在9月初上市，比

普通苹果要早一个多月。今年巴克艾的平均价格整树收

购是4元一斤，如果是精品果，一般是12个一箱，价格

128元。目前苹果都已被订购一空。

李兴年说，这个矮化密植苹果示范园，由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技术授权，陕西北帝虹光果业公司实施。目前

果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作为“五新”果园的示范引领，

让更多农户看到成果，在黄陵及周边县区推广。据李兴

年介绍，果园里的“五新”指的是新品种、新技术、新

模式、新主体、新装备。

记者一边听着介绍，一边参观果园。树枝上已挂满

果实的树，树高只有2.5-3米左右，单侧枝条最长的约80

厘米。果子是那种非常规矩地一层层往上长的，像长满

松塔的笔直小松树，不需要工人爬上爬下去摘。果园里

还可以看到，一条垄上同时长着秦丹、秦阳、秦脆等多

个品种，有的是洋黄色，有的是玛瑙红色……基地栽植

的品种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院长马锋旺教授选

育的秦脆为主，搭配种植早、中、晚熟苹果品种，试验

种植中外新优品种。

据 了 解 ， 整 个 示 范 园 还 在 进 行 苹 果 免 套 袋 技 术 栽

培。李兴年说，推广免套袋栽培可以减少大量人力，节

约成本，而且同样的标准和管理，免套袋苹果糖度比套

袋苹果至少高两度，口感更浓郁，营养价值更高。

在新模式方面，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格架负重、防

雹减灾、水肥一体、果园生草、机械作业、智能追溯等

高效栽培体系。基地全部覆盖钢架防雹网，地上铺设水

肥一体设施，可实现省水60%、省肥70%、省土地80%、

省人工90%。李兴年告诉记者，水肥是在建园之初一次性

储存好的，可以按时按需满足果树的生长需要。

此外，果树采取宽行密植，便于机械化操作。“五

新”果园根据地势、规模和品类不同，建园费用一亩在

1.5万元到3万多元不等。可实现当年栽植、次年挂果、三

年量产、四年丰产，丰产后亩产量可达万斤以上。以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实验基地为例，2021年果园建成，今年

是第四年，亩产可达5000至6000斤，明年到丰果期，亩

产可达8000至10000斤。

李兴年说，基地现在示范效应已经显现，周边村子

很多农户都开始采用基地的模式和品种。基地还代管部

分农户的果园，示范园区的面积还在不断扩大。

8月中下旬是基地用人高峰期，每天有90多位周边村子

的农户在这里采摘包装，工人每天可收入160元到190元。

基地的苹果品牌是“桥山学士”，李兴年表示，自

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的，基地地处桥山山脉，就

想到了这个名字。而这个名字也体现了“新主体”，创

新校企合作机制，有西农大的专家团队，新农人团队田

间管理，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各司其职，各尽所能。

采访中，记者在韩塬村、丁村、葡萄寨村、鲁村、

迂家塬村等村子都见到了“五新”果园。“五新”果园

在黄陵县村村落地，是未来的主要方向。

黄陵县委、县政府坚定地把苹果作为最好的、最合

适、大有前途的产业，坚持“五新”理念，推动果业高

质量发展。

据统计，依托秦创园（轩辕）科技创新中心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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