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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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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送爽，瓜果飘香。
8月的昭通，游人因苹果而来，产业因苹果而兴，果农因苹果而富。
走进昭阳区永丰镇、苏家院镇、乐居镇、洒渔镇，道路两旁绵延至

山顶的上万亩苹果园映入眼帘。一个个红苹果挂满枝头，散发着阵阵
果香。苹果园里，各地游客与果农们一起收获丰收的喜悦。

这段时间，昭通的早熟苹果“红露”“华硕”等品种纷纷上市，游客、
果农、电商穿梭在郁郁葱葱的果园里，目光所及皆是丰收的喜悦。

2023年 10月 19日，昭通荣获“中国高原苹果之城”称号。
“城在园中、园在城中”的“苹果之城”一天比一天兴旺，游人尽情

领略“苹果之城”的城市温度，充分感受“苹果之城”的发展热度。

苹果红了

7月 20日，“华瑞”开园啦！
7月 27日，“华硕”开园啦！第一车还没有装完，又排了一辆 15米

长的拖挂车。
8月 9日，“红露”开始排单。
7月以来，昭通市昭阳区祺祥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文

韬忙得不可开交，每天都穿梭在果园内，对选果、采摘、包装、发货等环
节进行严格把关，只为让购买昭通苹果的消费者获得更好的消费体
验。开园以来，他已经接到了 30万公斤的订单。

在苏家院镇双河村，37 岁的李文韬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年纪轻轻便拥有了 850 亩苹果园，经过 10 年的承包经营，销量日益攀
升。这些优质的苹果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而且还成功打入了国际市
场，每年出口至老挝、缅甸、俄罗斯的苹果高达 10万公斤。

李文韬的商业生涯并非始于果业，他曾在商业领域摸爬滚打，
最终选择转型，销售农产品，他看中了昭通苹果的发展潜力。尽管
初入行时缺乏经验，但他凭着坚持不懈的精神，跑遍农贸市场和批
发市场进行学习，并尝试涉足电商领域，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
己的道路。

如今，李文韬的苹果园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地方，是
因为这里不仅有着丰收的果实，还有着像摘果工马花这样的故事。

马花是当地的一名摘果工人，她在摘果前接受了专门的培训，学
会了如何不损伤苹果进行采摘。每天，她的身边都会有 100多位同伴
在果园里忙碌，她们大多数是来自附近村庄、不能外出工作的人。这
样的采摘工作不仅为她们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还方便她们照顾家
庭。一年四季，无论是施肥、剪枝还是摘果，只要果园需要人手，她们
总是随叫随到，这片果园的发展离不开她们的辛勤劳作。

“家人们，我们家的苹果纯甜，没有酸味，嘎嘣脆，嘎嘣甜，皮薄肉
厚，汁水饱满。”

“我们现摘现发，所见即所得，咬开一口都有糖心，秒拍秒付款。”
……
在这片热闹的果园里，还有一位特殊的卖家——杨松。他与李

文韬合作了 3 年，他的直播间每一天能售出 800 多箱苹果，巅峰时段
更是达到了 1000多箱，每斤利润在一元左右，一季下来收益可观。

杨松的团队有 3 位成员，大家轮流直播，每人每次持续一个多小
时，特别是在上午 10时至 11时、下午 5时至 6时这两个高峰时段，观众
最多，销量也最好。他们的回头客非常多，即使换了直播号码，依然有
老顾客主动来购买。

果园内，大家各自为生活奔忙着。

果农笑了

在苏家院镇迤那村，46岁的苹果种植户孟勇是一个对苹果充满热
情的人，初中毕业后就投身于苹果种植事业。他的果园占地 20亩，主
要种植“红露”“华硕”和“红富士”3个品种的苹果，这些品种以其优异
的口感和高品质在市场上广受欢迎。

孟勇深知品质的重要性，他始终注重苹果的品质管理，确保每一
个苹果都能达到最佳状态。为了应对病虫害的威胁，孟勇与农科站紧
密合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护措施。农科站不仅提供必要的农
药，还传授最新的技术，帮助孟勇更好地管理他的果园。此外，通过农
科站的介绍，他拥有了一批忠实的老客户，这使得他的苹果销售有了
稳定的渠道。

尽管如此，孟勇并没有因此而松懈。他坚信，只要坚持
用心种植，不断学习和探索，就一定能够让自己的果园继
续繁荣下去。他这种积极的态度和不懈的努力，也为当地
的苹果种植户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然而，种植苹果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种植初期，
由于技术和经验的欠缺，孟勇的果园也曾面临各种困
境。凭借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学习，六七年后，他的
果园开始逐渐扭亏为盈，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后来，在
当地农科站的协助和指导下，苹果的产量和品质都更上一层
楼。但是，天有不测风云，2021 年，“黑心病”的突然暴发给当地
乃至整个昭阳区的苹果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这是一种一旦出现
便会快速在果树间传染的病，很难根治。面对受灾面积超过 50%的
果园，孟勇无比痛心。在那之后，农科站和农户深化合作，从各个方
面寻找预防“黑心病”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农户从受灾的痛苦
中重新振作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孟勇如今的果园利润率高，亩产约 4000 公斤，
年收入预估可达 60 万元，这在当地的苹果种植户中算是相当不错的
成绩。

在昭通苹果良好的市场前景吸引下，谭宇一家毅然从彝良县迁居
到昭阳区乐居镇，投身于苹果产业。如今，他在乐居镇经营着 168亩的
果园，主要种植苹果，同时也栽培车厘子。丰产期时，他的苹果收成可
达 30万公斤，其中早熟的“红露”品种尤受市场青睐。

谭宇的果园实行精细化管理，除了自家劳动力外，平时还雇佣 2—
3 名临时工协助，忙碌时则增至 5—6 人。他种植的苹果销往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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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销售渠道涵盖了洒渔苹果交易市场、昭通本地零售店，以及各种线
上营销模式。

然而，创业之初并非一帆风顺。谭宇一家在昭通创业初期，面临诸
多困难。最初在苏家院镇尝试发展，因为水源不便等，他们不得不搬至
乐居镇。2017年，谭宇接手了一家已经营 3年的果园，开始正式踏上苹
果种植之路。

谭宇初入苹果产业，面对种植、灌溉和人工管理等众多挑战，他一
筹莫展，后来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得到了专业的技术指导。谭宇也利
用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政策，加上自己的资金，筹集了 120 万元资金
用于打造水肥一体化系统。该系统通过水泵从蓄水池中抽取水源，并
将肥料均匀混合后输送到果园，显著减少了人力需求和成本开支。他
还建立了冷库，将新鲜采摘的苹果进行冷藏保存，有效延长了苹果的
保鲜期，减少了损失。通过与周围经验丰富的果农交流学习，谭宇不
断积累知识，逐步提高了自己的种植技术。

政府提供的技术支持为谭宇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昭通市
农业科学院的指导员文波每周都会到谭宇的果园，提供从种植到收获
的全方位指导。这些措施帮助谭宇于 2020 年迎来了首次丰收。谭宇
坦承，自己最初对这些技术一无所知，因此对政府提供的大量帮助充
满感激。

随着谭宇对苹果种植技术的日益熟练，他的果园收益也逐步增
长。尽管曾遭遇大规模的苹果“黑心病”灾害，但是谭

宇凭借及时的防范措施，将损失降至最低。这不
仅展现了他在苹果种植方面的成熟度，也为他未
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采访中，谭宇热情地带领我们参观了他的
果园，并展示了水肥一体化设备的运作过程。他
还谈及了未来的规划，计划进一步提升果品质量，
并通过建立轨道车来简化果实的运输流程。此
外，他打算在渠道上进行拓展，通过加入拼多多、
抖音等电商平台，进一步拓宽市场，提高苹果销
量。

2023年 6月，谭宇的苹果顺利通过了绿色食品
认证。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期待着在苹果产业中
走得更远，取得更大的成就。

市场忙了

8 月，正是苹果成熟的季节，步入昭阳区洒渔
苹果交易市场，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充满整个市场，
果农们争先恐后地向批发商展示自己的苹果。

钱芳也是这些果农中的一员，她土生土长于
洒渔，深谙此行的门道。她将自家的运货小车停
在显眼的地方，期待着买家的光临。她说：“我家
种‘华硕’和‘红露’两个品种，每亩地能产 4000 公
斤苹果，4亩果园每年能赚 8万元。”提及这些，她的
脸上洋溢着自豪与满足。

云煜智（云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在昭通深
耕 13 年，该公司在洒渔经营苹果批发。该公司负

责人蔡树云介绍，公司在“红露”“2001”“华硕”等苹果
品种上拥有稳定的出口业务。该公司每日可销售十
七八万斤水果，除供应国内各主要水果市场外，业务

已拓展至越南、孟加拉国、俄罗斯等国家。同时，该公司
加强与电商平台的合作，以实现更广阔的市场覆盖。

然而，随着业务的迅速增长，道路拥堵问题成为
该公司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云煜智（云南）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在优化物流路线，选择更为高效的运输方式，并
采用先进的物流管理系统进行实时追踪，以降低拥堵风险。此外，
公司还与多家物流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确保物流的

多样性和稳定性。
蔡树云表示，该公司将继续致力于提升品牌影响力，通过广

告、社交媒体等渠道进行宣传推广，并积极参与农产品展销会，展
示优质产品，以吸引更多新客户。同时，该公司计划与其他农
业合作社、农户建立合作关系，形成规模效应，共同推动农业发
展。随着市场的持续扩大和新挑战的不断涌现，该公司将继续
秉持创新和务实的精神，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致力于为国内
外客户提供更优质、更丰富的水果。

除了苹果的买卖以外，苹果包装商亦成为市场中的一个显
著亮点。程书华，一位年逾 50却依旧满怀激情的苹果包装商，
他的产品丰富多样，从传统到时尚的包装箱应有尽有。程书华
表示，在外观设计上，他们始终紧随时代的潮流，积极进行市场

调研，并投入心思进行设计。他们已经从普通的大型包装箱发展到第
六代的精致美观的盒子。他还特别提到了一款樱桃苹果箱的设计。他
回忆道，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由于物流受阻，大箱苹果的运输变得困
难，他们抓住了这个创新的机遇，推出了这款樱桃苹果包装箱，赢得了
客户的喜爱。不仅如此，这款包装箱还帮助洒渔的果农解决了一部分
苹果销售的难题，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这位充满创意的大叔，言语中流
露出的自豪感，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洒渔苹果交易市场，这个充满活力、充满生机的地方，一直以来都
是洒渔人民心中的一块瑰宝。它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场所，更是洒渔人
民幸福与美满的源泉。市场热闹非凡，充满了欢声笑语，每一个摊位都
在诉说着一个幸福的故事。

日子甜了

在苏家院镇，苹果种植面积已经扩展到 4.6 万亩，红彤彤的苹果扮
靓了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

为了提升当地苹果的质量，彭炬所在的农科站派
出了专门的苹果辅导员，他们深入每一个苹果种植

区，对农户进行专业的指导和技术培训。
彭炬表示，通过政府、社区和农户的共同

努力，苹果产业必定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
强大引擎，每一颗苹果都将成为带动农户致富
的“金果果”。

苏家院镇农科站工作人员蒋忠梅介绍，目
前，苏家院镇苹果年产量超过 14 万吨，年产值

超过 8 亿元；创建了东达、汉朔、喜浪、绿健等 28
个高标准苹果示范基地，解决了 3000 余名群众的就
业问题。

昭通苹果带着浓浓果香，迈出了不寻常的脚步。近年来，昭通通过
打造“苹果之城”，提升昭通苹果知名度，实现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化、

“城在园中”、“园在城中”、“半城苹果满城香”，打响昭通苹果品牌，大力
培育和扶持苹果产业发展。

数据显示，全市苹果产业面积达 85万亩。作为昭通苹果的主产区，
昭阳区强化联农带农机制，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群众参与的联
动发展新格局，通过土地流转、资金入股、劳动力就业等多种方式，带动
农户 11.7万户 45.6万人增收。

李文韬、马花、杨松、孟勇、彭炬、蒋忠梅等，这一个个闪耀着光芒的
名字，他们充满热情、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乐于奉献，他们在昭鲁坝子
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演绎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昭通苹果不仅牵动着人们的味蕾，还记录着人们的时光记忆、岁月
情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