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脆苹果树苗订购价格，秦脆苹果树苗基地供应价格

产品名称 秦脆苹果树苗订购价格，秦脆苹果树苗基地供应
价格

公司名称 泰安高新区北集坡创隆园艺场

价格 4.50/棵

规格参数 品种:嫁接苹果树苗
规格:一公分
基地:创隆园艺场

公司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北集坡街道季家庄村

联系电话 18763831510 18763839889

产品详情

山西省翼城县隆化镇北撖村成为远近闻名的苹果村。2014年9月29日，在国家农业部公布的第4批“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中，翼城县北撖村以
“舜都苹果”荣登榜单，是此次临汾市唯一入选的村子。目前，全村苹果种植面积已达200
hm2，其中红富士160 hm2，嘎拉27 hm2，红王将10 hm2，其他约3.4
hm2，占到全村总耕地面积的88%。年产苹果超过5 000 t，人均果品收入达4
000余元，占农民人均收入70%。苹果园平均667 m2产量1 667 kg，667 m2产值达6
000余元，均是全县苹果园的2倍。

1、该村苹果园整体经济效益高的原因

1.1、 得益于所处自然优势和村里统一组织发展翼城县北撖村位于县城东10 km处，海拔749～823 m，属于
典型的丘陵半山区，光照充分，昼夜温差大。北撖村气候、土壤、日照等自然条件非常适合发展苹果，
生产的苹果甜度大、质量高。经调研和专家认证，该村具有苹果生长的优越自然条件，同时村干部将苹
果产业作为全村农民增产增收的支柱产业，积极推进果业发展，推进“一户一园、一人一亩、一圈一池
一井”农业新格局。北撖村果业发展经历了村集体带头从无到有，典型带动从零星栽植到规模发展的过
程。上世纪90年代初，村支书张宝贵种植0.47 hm2苹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示范效果减少了群众顾
虑，调动了群众发展热情，在干部的带动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种植面积达到13.3 hm2，2005年达到133.3
hm2，由于村里重视统一组织，才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发展。

1.2、得益于新品种、新技术的科学应用北撖村在原有苹果品种基础上，带领果农积极探索、参观学习、



不断试验，引进宫崎短枝富士、红将军、太平洋嗄拉等新品种，丰富了果品种类。在引进新品种的同时
，大力推广新技术的应用。村两委与省市、县技术部门密切配合，通过专家培训、书本学习、实地讲解
等手段推广树形改造、增施有机肥、果园生草、纸加膜套袋、铺反光膜等新技术，大幅提高了优质果比
例。 围绕苹果生产的各个环节，及时与县技术部门联系，聘请专家技术人员，经常深入果园搞培训，常
年进行指导，帮助修剪果树，围绕无公害苹果生产培养出一批科技能人，提高果农整体科学管理水平，
使苹果优果率达到80%以上。同时，引进省农业厅苹果无公害标准化生产示范项目、节水灌溉及旱井集
雨项目、苹果水肥一体化项目等，优化了果品产业结构，在果业增效、果农增收方面实现了突破。

1.3、得益于苹果专业合作社和农村信用社发挥的积极作用许慧中：翼城县北撖村苹果园经济效益分析 北
撖村成立了以苹果为主导的“大众苹果专业合作社”和“振兴农业合作社”等4个专业合作社，把一家一
户的分散生产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实现了“四个统一”，即：统一采购和供应，统一安全生产标准，统
一品牌、包装和销售，统一产品和基地认证认定。 在果园产前、产中、产后上给予统一技术指导和服务
，靠科学施肥、喷药、修剪、疏花、疏果、套袋等技术⋯⋯北撖村生产出的苹果个大、皮薄、肉脆、色
艳、汁浓、耐贮藏，品质优良，属无公害果，深受消费者喜爱，苹果销往太原、郑州、广州等大中城市
，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了保障，效益实现了最大化。北撖村还是一个信用村，当该村栽植苹果树的农民
遇到资金困难时，翼城农信社先后及时发放小额贷款2 000余万元。经过连续10年的小额贷款扶持，截止
目前，该村农民已经实现了“一人一亩苹果树，一户一个大果园”的致富目标。

2、该村不同苹果园经济效益差别的分析

2.1 、增施有机肥的果园经济效益高北撖村王功苹果园面积0.53
hm2，品种以红王将为主，嘎拉为授粉树，树龄13年，果树长势健壮，667 m2产量在3 200
kg左右，单果重250 g以上，全红果率80%以上，病虫果率5%以下，单产逐年提高，667 m2效益一般在18 0
00元左右。分析王功苹果园经济效益高的原因，主要是增施有机肥料，再加上合理疏花疏果等其他科学
管理措施，每年结合早秋施基肥对全园进行80 cm左右深翻，9月中旬开始，每667
m2施用腐熟鸡粪、羊粪等农家肥2 500 kg以上，采用行间条状沟施，深度30～40 cm，隔年进行轮换。象
王功这样的苹果园，在该村还有不少，但仍有一部分苹果园施用有机肥数量较少，667
m2经济效益达不到全村平均效益水平。

2.2、 规模化管理的果园经济效益高北撖村王学善苹果园，2014年0.67
hm2红富士苹果产量3.5万kg，被果商以7.6元/kg的清园价格订购，苹果园收入达到25万元以上，平均667
m2效益达25 000元。而另一家张黎明苹果园，同样是相同树龄的红富士苹果树，但面积仅有0.2
hm2，2014年苹果园667 m2效益只有11 000元。分析其中原因，关键是规模较大的苹果园，一是果农重视
管理，把果园当作经济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整天忙于果园，不会再抽空出外打工;二是由于果品产出量大
，生产经营成本较低，相对于小果园来说，生产资料投入和用工投入，都要低一些;三是由于果品产出量
大，光顾果园的客商较多，订单也就多。

2.3、 重视提高品质的果园经济效益高该村村委会主任乔峰说，果品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但优质仍是获
得市场份额的法宝，而技术是保证苹果品质、外观、价格的关键。该村的绝大部分果园，都能按照翼城
县农委制定的盛果期果园标准化果园建设要求，全面实施以产定果、辅助授粉、果实套袋、果园生草、
铺反光膜等十大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精准完成冬剪、春剪、疏花、疏果、套膜袋、套纸袋等工序。尤其



是到了疏花、疏果等关键时期，果农都是全家上阵，自己动手，特别尽心尽力。这些果园，一般667
m2经济效益能达到13 000元以上，但也有个别果园只追求高产，经济效益要略低一些。

3、进一步提高果园经济效益的建议

3.1、 降低果园生产成本目前该村果园套袋投入(包括果袋和用工)占到总投入的40%以上，要降低投入费
用可选择在投入较高的套袋上做文章。一是变全园套袋为优质果套袋，如果一个苹果园只选择50%的单
果、坐果正的果实套袋，那么套袋投入费用将减少一半，况且加强管理，拉开套袋果和未套袋果售价，
总的经济效益并不减少。二是改变套塑料膜袋的做法，对套塑料膜袋的苹果园要改变其落后的套袋方式
，可改变为部分套纸袋，发挥套袋投入应有的经济效益。三是试点推广无袋化栽培。随着近年来劳动力
价格的上升，套袋人工费用越来越高，成为果农生产苹果的沉重负担，无袋化栽培将成为未来苹果生产
的发展方向，要通过试点工作，总结出合适的无袋化栽培技术规程，进一步推广应用。

3.2、重视改善果园水利条件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原因，该村的大部分果园存在缺水的问题，影响着苹果
产量和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必须因地制宜改善水利条件。一是在有条件的果园要从长远考虑，增加打深
井投入，一次性投入，长久受益。二是对于有限的水源，实行节水灌溉，如根系分布区交替灌溉或滴灌
，不但节水，而且有利于果树根际环境的变化，促进果树生长发育。三是重视农艺节水，根据苹果树生
长周期、需求饱和度进行适时、适量灌溉。四是通过采取旱井蓄水、穴贮肥水等措施充分利用有效降水
，保土蓄水，减少水分蒸发，为苹果生长期需水而贮备。五是采用节水栽培技术，如合理密植、果园深
耕、深翻、应用保水剂、果园种草、覆草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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